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队伍和阵地有了，如何保证服务质量？为此，各县

（市、区）采取巡回镇（办）培训、以会代训、网络培训等
方式，对镇（办）村（社区）残协主席和专委进行培训，
全面提升了残疾人专职委员的能力素质；市县各配套
50%资金，为专职委员每人每月增加 100 元报酬，进一

步激发和调动了残疾人专职委员工作积极性；持续开
展“大培训、大排查、大走访”活动，摸清残疾人需求，
开展个性化服务，让残疾人群众充分感受到残联组织
的温度和效率。

奋斗的身影在哪里，“高光”就在哪里。 2021 年 7
月 29 日， 在中国残联召开的全国基层残联组织改革

工作推进会上，安康市基层残联组织改革经验以专题
片形式在会上播放交流。 2022 年 6 月 7 日，国家乡村
振兴重点帮扶县巩固拓展残疾人脱贫攻坚成果视频
座谈会召开，岚皋县“阳光家庭”居家托养试点工作作
为基层残疾人事业创新亮点作交流分享。

向向 阳阳 而而 生生 温温 暖暖 同同 行行
——— 安康市残疾人工作综述

“残疾人是社会大家庭的平等成员，要充分保障
残疾人的权利、价值和尊严，让他们以平等的地位和
均等的机会充分参与社会生活。 ”接受记者采访时，安
康市残联党组书记刘璇如是说。

就业是民生之本， 做好残疾人就业工作至关重
要。财政、税务部门出台了相关激励政策，鼓励用人单
位按比例安排残疾人就业，2020 年以来， 市人社局、
国资委、残联累计组织残疾人专场招聘会 45 场次，协
调 129 家用人单位为残疾人提供 1800 余个就业岗
位。 投入资金 120.6 万元扶持 87 家符合条件的盲人
按摩机构， 保障了 139 名盲人稳定就业。 投入资金
308 万元，帮助 620 名残疾人实现自主就业创业。

抓实抓好残疾人康复工作， 提升残疾人生活质
量。确定市阳光学校、市残疾人辅具中心、西安儿童脑
病医院安康延伸点为市级定点康复机构，加强县（市、

区）康复人才队伍建设，不断满足残疾人基本康复服
务需求。 累计为残疾人适配各类辅具 2.51 万件（辆、
台），装配假肢 500 余例，实施 0 至 14 岁听障、智障、
肢体、孤独症抢救性康复训练 900 余人次，免费验配
助听器 1000 余台， 为基层医疗机构配发康复训练器
材 100 余套， 为残疾人提供精准康复服务 9.84 万人
次，对 7375 户困难重度残疾人家庭进行无障碍改造。

大力发展残疾人文化体育事业，编排的舞蹈节目
《情满汉江》 先后在全国全省残疾人艺术汇演中荣获
三等奖和一等奖，多篇残疾人新闻稿件获全省残疾人
事业好新闻奖，在安康图书馆开设了中国盲人影院和
盲人阅览室。 一大批自强不息的残疾人典型被评为
“陕西好人”“自强标兵”“脱贫攻坚奋进奖”，残疾人夏
江波当选党的二十大代表，残疾人作家王庭德的自传
体纪实文学《这个世界无须仰视》入选全国中小学图

书馆馆藏图书，《人民日报》《环球人物》等媒体专题报
道了其感人事迹。 培养了以夏江波、成姣为代表的一
批在国际国内大赛多次夺冠的优秀残疾运动员，安康
市残联曾被国家体育总局、中残联评为残疾人体育工
作先进单位。东京残特奥会上成姣在游泳比赛中获得
1 银 1 铜的成绩，我市参加全国第十四届运动会暨残
特奥会的 11 名运动员， 获得 4 金 15 银 2 铜的好成
绩，充分彰显了残疾人自强不息、积极向上的精神风
貌，受到市委、市政府通报表扬。

中国梦，是每一个中国人的梦，也是每一个残疾
人朋友的梦。 如今，安康市 15.3 万残疾人沐浴着党和
政府关爱的阳光，自尊、自信、自立、自强，在加快建成
西北生态经济强市、 聚力建设幸福安康的新征程上，
正与全市人民一道，为安康经济社会发展积极贡献力
量。

2020 年， 安康 8.72 万残疾贫困人口和全市人民
一道告别了历史性的绝对贫困。 脱贫不是终点，而是
幸福生活的起点。 目前， 我市有持证残疾人 15.3 万
人， 约占全市户籍人口的 5%， 占全省持证残疾人的
10.76%；有“三类”残疾人监测户 6450 户 7517 人，占
全市总户数的 30.86%、总人数的 11.2%。

如何确保已脱贫残疾人不返贫、能致富，巩固好
脱贫成果并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各级各部门对此高
度重视，完善组织体系，加强信息比对，落实帮扶政
策，有效防范了残疾人规模性返贫风险。 市残联会同
市乡村振兴局印发了《建立健全残疾人入户探访工作
机制的实施意见》，明确镇（办）联村领导、村（社区）
“两委”班子成员、镇（办）村（社区）残联组织成员、驻
村工作队成员、村级防返贫监测网格员，以户为单位，
定期全面探访辖区内所有持证残疾人户、到期未换证
和未办理残疾证的疑似残疾人户，将残疾人入户探访
工作与防返贫动态监测排查相结合， 以残疾人家庭
“两不愁三保障” 为探访核心内容， 重点关注一户多
残、以老养残、重度残疾人家庭和独自生活无人照料

的重度残疾人，及时发现“两不愁三保障”方面存在的
短板，以及因灾、因病和突发事件造成的生活困难，采
取相应措施进行紧急帮扶，确保特殊困难残疾人及时
得到救助。

抓好监测预警， 把可能返贫的残疾人群体找准、
找全是帮扶工作的重中之重。 积极探索开展防返贫监
测试点，平利县率先出台《平利县建立贫困残疾人稳
定脱贫长效机制实施方案》， 按照户分四类、 定期研
判、一户一策、责任到人的要求，动态预警监测，定期
上报研判结果，其创新做法被《中国残疾人》刊载报
道。 岚皋县佐龙镇以镇域内所有持证残疾人户及疑似
残疾人户为探访对象，以联村领导、驻村工作队成员、
村级残疾人协会成员、村级防返贫监测网格员为探访
主体，结合防返贫监测走访机制，对全镇残疾人“两不
愁三保障”及安全饮水、惠残助残政策落实、心理健康
状态展开探访， 对发现的困难问题实行 “一户一策”
“一事一议”，确保问题、困难排查化解到位，为全县残
疾人工作提供了宝贵的“佐龙经验”。

有健全的机制保障， 还需实实在在的帮扶举措。

与其他脱贫户比起来， 已脱贫残疾人返贫风险更高、
巩固成果难度更大。 全市持续加强产业帮扶，联合人
社、农业、林业、供销等部门，依托各类经济实体 203
家， 扶持带动 3000 余名残疾人通过发展产业和创业
就业实现稳定增收；大力实施农村残疾人阳光增收项
目， 帮助 6079 名农村残疾人通过享受产业扶持政策
或分享产业扶持项目收益实现增收； 对 2911 名遭遇
重大疾病、意外伤害、突发状况或其他特殊原因导致
基本生活陷入困境的残疾人给予临时救助。

充分利用各类培训资源，组织对 10015 人次残疾
人及残疾人家庭成员开展职业技能和实用技术培训，
让残疾人有一技之长，提高残疾人自我发展能力。 白
河县麻虎镇松树村一组村民宋东洋，在外打工时意外
致残，在残联组织和有关部门的帮扶下，返乡后参加
免费技能培训，发展养羊产业，成立了“白河县东洋家
庭农场”，单手撑起脱贫致富的梦想，先后荣获白河县
“脱贫攻坚自强标兵”“创业致富带头人”称号。 目前，
宋东洋的家庭农场羊存栏 300 余头，年纯收入可达到
10 万元以上，带动周边 10 余户脱贫户稳定增收。

对于许多残疾人来说，各类政策保障如同洒向坎
坷人生的一缕阳光。 近年来，通过“普惠”与“特惠”政
策扶持相结合，加大兜底保障和帮扶力度。 全市 10.5
万名残疾人享受“两项补贴”，残疾人最低生活保障和
特困人员供养、社会救助等做到了应纳尽纳、应救尽
救，残疾人基本康复服务覆盖率达 94%，社会保险参
保率达 99%，残疾儿童义务教育入学率达 96%。 认真
做好残疾人证规范化核发工作，机构评残与入户评残
相结合，累计换发和新办残疾人证 5.89 万人次，为残
疾人享受扶持政策打牢了基础。 在全市 249 个村（社
区）及公共服务机构，创新开展辅具进社区便民服务。
扎实做好残疾儿童康复救助，0 至 14 岁残疾儿童实

现应救尽救。
翻开全市残疾人工作“成绩单”，引人注目的还有

残疾人托养服务。 为持续改善残疾人生活质量，减轻
残疾人家庭照护负担 ,市政府残工委制定印发了《安
康市重度失能残疾人托养照护试点工作方案》， 市残
联、市财政局制定印发了《安康市政府购买残疾人托
养服务实施方案》，积极开展残疾人托养照护服务，累
计投入资金 1000 余万元，为 4300 余人次智力、精神
和重度残疾人提供集中托养和居家托养服务，帮助残
疾人重拾生活信心，有效提升了残疾人生活质量和参
与社会能力。

2021 年 9 月，岚皋县率先在城关、民主、佐龙、蔺

河等 7 镇开展“阳光家庭”残疾人居家试点。 以政府购
买社会服务方式，由社会服务机构对具备接受培训和
从事居家托养服务能力的残疾人亲友或邻里进行培
训，培训合格后发放残疾人护理员技能证书，并在服
务机构的指导下为残疾人开展为期至少 6 个月的生
活照料、身体检查、生活自理能力训练、心理疏导等居
家托养服务。

“通过托养既提高了残疾人的生活质量， 也减轻了
残疾家庭的家庭负担，还为有能力照料的托管户增加了
收入，是一举多得的创新做法。 ”岚皋县残联有关负责同
志介绍，该县有效破解就业年龄段重度失能残疾人托养
照护服务难题的经验做法得到中省残联肯定。

完善机制，致富门路越走越宽

聚合政策，保障体系日益健全

融合共享，幸福指数越来越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