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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头及肩的波浪卷发，一身时髦的羽
绒服，圆圆的脸蛋上挂满笑容，虽然左腿
截肢但杵着拐杖依旧走路带风。29 岁的
吴丽琴，给人的第一印象是开朗、干练。

2005 年，读初二的吴丽琴因为一场
车祸，永远的失去了左腿，对于一个爱美
的女生而言，这是一个莫大的打击。随后
两年里，她一度不出门，害怕看到别人注
视左腿。2008 年，其父给她装上了假肢，
在家人鼓励下，她进入了职校学习，性格
外向的她起初不爱说话。

是茶陵县残联工作人员的一次上门
工作，让吴丽琴的生活迎来转折点。交流
时，问她是否愿意参加学校体育运动，从
小热爱运动的她心动了，在工作人员开导
下，她进入学校游泳队，开始练习游泳。

“缺一条腿在水里很难掌握平衡，呛水是
常有的事，但在水里自由活动的感觉太让
人着迷。”吴丽琴凭借着对游泳的热爱，成
功入选湖南省残疾人游泳队，随后参加了
3 届省残运会和一届全运会，夺得 5 块省
级金牌和全运会第四名的好成绩。

2018 年退役后，吴丽琴与丈夫共同
经营一家门窗店。起初，面临陌生的工作
环境，她有些不知所措，不习惯与顾客交
流，平时更多是做好后勤工作。“我也想像
丈夫一样与顾客交流，但不自信又让我望
而却步。”吴丽琴说，这一次县残联再次伸
手拉了她一把。

得知吴丽琴创业后，残联工作人员积
极牵线搭桥引导她与其他创业残疾人交
流。这次县残联组织残疾人创业培训班邀
请她参加，还任命她为班长。在家人和残
联工作人员支持下，她找回了赛场上的信
心，越来越开朗，销售也慢慢上手。

今年 31 岁的李治，虽然从小患有小
儿麻痹症，但一直以来都是“别人家的孩
子”。高中毕业后，他考入长沙学院电脑
信息专业；大学四年成绩一直保持年级
第一，更被学院研究生导师看中，邀请参
与多个跨校交流项目；本科毕业后第二
年与几个朋友创业成功进入湖南省残联
创业孵化基地；经过三年孵化期，公司业
绩越做越大，承接项目从基础编程到新
媒体业务。

回想起自己的成功之路，李治坦言，
残联给予的支持是他敢闯敢拼的底气。

读书期间，每年他会接到茶陵县残联
工作人员的电话慰问，从那时起他的心底
就有一个声音在说：“勇敢往前走，后面还
有很多人会支持你！”毕业后第一年，虽然
进入一所学校担任信息维护员，但他对这
份工作并不满意，在茶陵县残联工作人员
的一次电话回访中，他透露了自己想要创
业的意愿。没多久，他就接到湖南省残联
的邀请，进入湖南省残联创业孵化基地。
公司孵化期间，省残联和县残联的关心慰
问不间断，并给他提出了一些创业建议。

“正是残联的关心，让我有了前进的
勇气，就好像背后一直有人在推着你走向
成功。”李治感叹说，这个社会给了他太多
温暖，他也想用自己的手将这份温暖传递
下去。

今年疫情期间，看着老乡们因口罩
短缺而惶恐不安，回家过年的他找到县
内一家准备转型生产口罩的企业，为其
牵线搭桥联系原材料和生产设备供应
商，在企业资金短缺时还召集朋友共同
投资 180 万元。“就想为家乡做点事，再
累都值得。”他说。

“幸福的花儿竞相开放，培训的歌
儿随风飘扬……”12 月 16 日，茶陵县东
阳社会工作服务中心大楼里传出阵阵
歌声，这是培训班结业大会上学员段送
苟特意作词作曲、演唱的新歌。

身体残疾的段送苟在严塘镇开了
一家废品回收站，并搞起了鸡鸭养殖，
由于没有经过专业指导，对资金缺乏
科学管理，“有时候客源不错，觉得自
己赚了钱，但到手可支配的资金并不
多，账目越算越糊涂。”他说，此次为期
8 天的免费培训帮了他忙，今后发展有
方向了。

和段送苟一同参加此次培训的残
疾创业人员共有 25 名，对创业之路更
有信心，是他们经历此次培训后共同的
感受。

“残疾人内心深处渴望像正常人一
样通过劳动自食其力，我们希望利用好

国家政策，通过举办创业培训让他们能
够勇敢地走上致富之路。”茶陵县残疾
人联合会理事长谭九敏说，国家的每项
政策、每份资金都是有温度的，残联工
作需要将这份温度传递下去，而做好培
训工作正是要让残疾人在致富路上感
到温暖。

为此，茶陵县残联对全县所有残疾
人年龄、就业能力、学历、创业就业意向
等基本情况进行了梳理，每年有针对性
地制定课程，培养残疾人就业创业。同
时，每次培训还发放创业扶持资金，“再
扶一程”。仅今年，该县就结合脱贫攻坚
工作开展了种养技术、经营管理等 5 期
创业培训班，培训参加人 300余人。

除了开展培训，在创业路上提供各
项保障护航，也是茶陵县残联激活残疾
人脱贫内生动力的重要举措。

10 月底，两批装有鸡、鸭、鱼、猪饲

料以及复合肥的货车从县城出发，分别
开往虎踞镇和腰潞镇两个从事种养殖
业的残疾人家中。近两周，共有 34 万元
物资被送到了茶陵 18 个乡镇 172 名从
事种养殖业的残疾人手中。

当天，收到 16 包玉米粒饲料时，腰
潞镇潞理村残疾村民陈红非常激动。

“有了政府的帮助，我扩大鸡鸭养殖规
模更有底气了。”陈红说。

如陈红一样在县残联支持下成功
创业致富的残疾人还有不少。2016 年
来 ，该县近 800 名残疾人接受了种养
殖 技 术 培 训 ，累 计 获 得 创 业 物 资 近
200 万元。

大爱铺坦途，助残永无歇。茶陵县
助残工作脚步不停，关爱的阳光照亮每
一个残疾人心灵，越来越多的贫困残疾
人有能力创造属于自己的幸福生活，在
小康的道路上阔步前行。

托起残疾人的小康梦
茶陵县残联助残脱贫工作纪实

陈洲平 谭智亮 刘华峰

“中国有几千万残疾人，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残疾人
一个也不能少。”这是习近平总书记的殷切嘱托。

茶陵，曾是位于罗霄山片区的国家级贫困县，总人口 65
万。其中，执证残疾人 18069 人，建档立卡贫困残疾人 5834 人。
这个特殊群体是贫中之贫、困中之困，帮助贫困残疾人脱贫，是
打赢脱贫攻坚这场硬仗中的“硬仗”。

去年来，茶陵县残疾人联合会（下简称“茶陵县残联”）围绕
残疾人脱贫实施上门评残办证、生活保障、康复救助、教育扶
持、就业创业服务等措施，拓展残疾人保障路径，搭建残疾人创
富平台，提高残疾人增收“造血”功能，加快推进残疾人保障体
系和服务体系建立，让残疾人享受到党和政府的温暖，过上更
有尊严的生活。如今，一个个助残平台相继建立，一次次助残活
动深入开展……一名名残疾儿童走进校园，一户户残疾家庭摆
脱困境，希望与幸福在茶陵这片热土上交织。

“以前残疾鉴定需要残疾人
自己到指定医院办理，没想到现
在医生到家门口服务，对于残疾
人来说真是太方便了。”5月 26日，
在腰潞镇腰陂村集中残疾鉴定上
门服务中，残疾人袁白林的家属
激动地说。

自 幼 因 脑 膜 炎 导 致 智 力 残
疾、下肢功能重度障碍的袁白林，
瘫痪在床 50 余年，生活完全不能
自理，属于一级残疾，办理残疾证
须前往市级医院进行残疾评定。
由于他无法出门办证，很多助残
服务无法享受。而在茶陵，像袁白
林一样情况的残疾人还有不少。

“2020 年是脱贫攻坚收官之
年，也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之年，
残疾人也一个都不能落下。”茶陵
县委书记江小忠掷地有声地说。

打通服务残疾人“最后一公
里”，上门办证势在必行。今年 3
月以来，茶陵县残联主动扛起行
业扶贫牵头单位主责，牵头制定
了《关于切实做好全县残疾人脱
贫攻坚政策保障问题清零工作的
通知》《关于在全县开展残疾人脱
贫攻坚下乡集中评残办证工作的
通知》等 5 个红头文件，由县脱贫
攻坚工作领导小组连续下发，一
场上门评残办证服务行动拉开帷
幕。3 月中旬，茶陵县各乡镇开展
摸底工作；4 月底，在全面摸底数
据汇总后，县残联联合株洲市中
心医院、市三医院及县人民医院
的医生前往各乡村（社区）开展上
门服务。

好事多磨，第一次上门办证
效果不理想，前期摸底全县需要
上门办证人数达 1800 余人，第一

次上门办证人数仅 1100 余人。在
走访中，县残联工作人员发现，由
于部分助残保障服务申请不及时
等原因，一些残疾人即使有证但
部分保障仍未到位。

一个都不能少，一项都不能
差。茶陵县残联一方面以县残工
委名义向各乡镇下发问题整改交
办函，要求乡镇党、政一把手及分
管领导重新做好摸底及保障漏发
排查等工作，另一方
面组织残联及县东阳
社会工作服务中心的
工作人员，对全县所
有建档立卡残疾人进
行电话调查，询问其
政策享受及需要解决
问题情况，十余个昼
夜的奋战，只为下一
次上门服务提供精准指引。

为了确保不漏办，茶陵县残
联组织 4 个工作组 30 余人的队
伍，先后 5 轮在全县 17 个乡镇 224
各村（社区）开展下乡（上门、集
中）评残办证工作。截至 7月底，共
计办证 2216 人，其中为建档立卡
残疾人办证 1182 本，占比 53.3%，
为残疾人节约开支 600余万元，帮
助新办证残疾人分别享受到不同
档次国家惠残政策 11项，资金 400
余万元。

一趟趟下乡，如同穿梭引线
织就了一张密集的大网，全县残
疾人基本情况尽在其“网”中。为
配合脱贫攻坚工作，茶陵县残联
制作了包含 5810 名建档立卡残
疾人的《残疾人帮扶政策享受情
况 一 览 表》，为 脱 贫 攻 坚“ 回 头
看”提供了坚实地保障。

5 月 20 日晚上 10 时许，茶陵
县残联办公室依旧灯火通明，工
作人员坐在电脑前，核对刚收到
的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制度和重
度残疾人护理补贴发放明细。

“由于残疾人两项补贴需要
申请，有些残疾人由于自身条件
变化且不了解政策，忘记申请而
导致漏发。”一位工作人员告诉
记者，每月残疾人各项补贴发放
后 ，他 们 会 通 过 大 数 据 进 行 核
对 ，这 次 核 对 发 现 有 刘 伍 生 等
215 名重度残疾人未享受残疾人
两项补贴。

这 仅 仅 是 茶 陵 县 残 联 扶 残
助残工作的一个缩影，一组数字
凝结了县残联所有工作人员的
汗水。

目前，全县有 8520 人享受重
残护理补贴，9978 人享受生活补
贴；9357 名重度残疾人参加医疗
保险个人缴费，全部由县财政全
额补助，每人 280 元；5062 名贫困
重度残疾人参加养老保险由政府
代缴最低缴费档次，每人每年 100
元，符合条件的残疾人基本做到
应保尽保；为 1000 余名困难残疾
人发放临时救助，每人补助标准
300至 500元不等。

生活保障兜起来，教育保障
也未缺席。

7 月中旬，高考结束没多久，
茶陵电视台滚动播放了县残联发
布的助残助学通知；8 月中旬，一
场由县残联组织召开的摸底会议
在各中学召开，会上残联工作人
员统计各班残疾学生名单。9 月
初，各学校显眼位置摆放了助残
助学告示牌，详细介绍残疾学生
资助条件……

在紧锣密鼓的宣传下，残疾
学子就学基本保障到位。截至目
前，茶陵县为 218名残疾大学生和
贫困残疾人家庭的大学生、281 名
高中阶段残疾学生和贫困残疾人
家庭学生发放相应资助。

不仅如此，茶陵县残联还从
学籍入手，保障残疾儿童就学权
利。8 月 10 日，该县残联通过比对
数据核查适龄儿童就学情况，共
核查出谭智垲等 37名适龄儿童没
有学籍。随后，将这一情况移交教
育局，要求其通过跟班就读、上门
送教等方式解决。

“我们将不断出台完善社会
保障制度，加大对残疾人的帮扶
力度，努力实现贫困残疾人基本
生活‘两不愁三保障’，帮助残疾
人实现‘整体赶平均，共同奔小康
’奋斗目标。”茶陵县委副书记武
挪强说，该县将全力做好保障工
作，兜起残疾居民稳稳的幸福。

“在为残疾人做好基本保障的同
时，还要提供更多的暖心服务，让他们
和我们一同幸福地生活在阳光下。”茶
陵县副县长李甜甜告诉记者，如今茶陵
县抓紧实施一批民生项目，积极为残疾
人谋福祉。

腰潞镇干洲村大禾岭的建档立卡
贫困残疾人陈海龙对此感慨颇深。今年
31 岁的他，由于 2016 年在外务工时摔
伤导致下半身瘫痪，必须依靠轮椅生
活。其妻因为不堪生活的重压离开，家
里两个孩子需要抚养，生活基本靠父母
照顾。

今年，在了解到茶陵县残疾联合会
有贫困家庭无障碍改造工程项目后，陈
海龙提出申请，历时三个月将家里有障
碍的地方全部改造一番，如今上下楼，
进厨房、卫生间、卧室等均做到无障碍。
看着家里的变化，他重燃了生活的信

心，正谋划在家创业，一直笼罩在这个
家庭的阴霾也将散去。

去年来，像陈海龙一样享受无障碍
改造工程项目的贫困残疾人有 153 人，
这一工程为茶陵幸福安居工程续上了
尾巴，让幸福延续。

“为了让幸福的事业落到实处，茶
陵县残联要下足绣花功夫。”茶陵县副
县长杨定桃说。

9 月中旬，一场免费假肢装配活动
在茶陵县残联办公大楼一楼举行，技术
人员现场为符合条件的肢体残疾人进
行假肢取模，并根据每位残疾人的身体
情况进行评估、测量，量身定制假肢。秩
堂镇东首村龙回佑左下肢残疾，每 3 年
要到长沙更换假肢，来回不便，还要购
买假肢。如今，听说县残联免费换假肢，
他十分高兴，感叹国家政策好。

龙回佑感叹的背后，是茶陵县残联

与民生项目的“较真”。为了提供更好的
器具，让有需要的残疾人享受免费福
利，该县残联对残疾人轮椅、助听器等
辅助器具制造商进行了公开招标，并对
申请项目的残疾人进行了公示。在选择
中标商时，直接排除了中间商，仅考虑
生产厂商，目的是要更好地维护和保障
残疾人的根本利益。

目前，该县大力实施贫困残疾人基
本康复服务全覆盖、贫困残疾人基本辅
助器具适配全覆盖，为 59名残疾人免费
装配了假肢、矫正鞋，为残疾人免费提
供各种辅助器具 580余件。

此外，该县今年还投入 15 万元为
100 名重度肢体、精神、智力残疾人提供
居家服务；为 353 名精神病患者每人提
供 500 元药物救助或 2000 元的住院补
助；完成“0-7岁贫困残疾儿童抢救性康
复”54名。

上门办证上门办证““织网织网””，，奔小康一个不落奔小康一个不落

社会保障到位社会保障到位，，兜起稳稳的幸福兜起稳稳的幸福

助残服务周全助残服务周全，，共享美好新生活共享美好新生活

扶持创业就业扶持创业就业，，激活致富内生动力激活致富内生动力

吴丽琴：自信的转变

李治：做温暖的传递者

◀
茶
陵
县
启
动
助
残
宣
传
周
活
动

▼医 务 人 员 为
残疾人免费体检

▲助残创业
物资送上门

▶ 残 联 联 合
医 生 上 门 为 残 疾
人办证

领取残疾人创业培训结业证书，吴丽
琴（左一）笑得格外开心。 陈洲平 摄

李治在口罩生产车间查看生产进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