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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株洲“无障碍”共享社会“无障爱”
——株洲市残联扶残助残工作纪实

株洲日报·掌上株洲记者/肖捷

1.
回顾“十三五”

过去五年，他们的世界有了全新的色彩

2.
解读“十四五”

未来五年，开启残疾人事业发展新征程

在十四五规划中，“无障碍环境建设”
可谓是重中之重。

根据《无障碍设施建设项目》要求，未
来城市主要道路、主要商业区和大型居住
区的人行天桥和人行地下通道将配备无
障碍设施，人行横道交通信号灯逐步完善
无障碍服务功能。城市中大型公共场所的
公共停车场和居住区的停车场按标准设
置并标明无障碍停车位。客运船舶、公共
汽车电车、城市轨道交通车辆等公共交通
工具逐步完善无障碍设备配备。

优先推进国家机关和交通运输、金融
服务、文化旅游服务、医疗卫生、商业服
务、教育、体育、康复托养、养老机构、特殊
教育、社会福利、邮政、电信等公共服务设
施及残疾人集中就业单位无障碍改造。

居住建筑、居住社区建设无障碍设
施。加快推进公共服务设施、交通设施、旅
游景区等无障碍公共厕所建设。

为了实现残疾人在数字时代不掉队，
《信息无障碍项目》提出，将完善各级政府
门户网站和残疾人组织网站信息无障碍
建设，推进政务服务平台和网上办事大厅
信息无障碍建设。

推进自动售卖设备、医院自助就医设
备、银行自动柜员机、地铁自助检票设备、
机场自助值机设备等自助公共服务设备
的无障碍改造。

据《无障碍示范引领项目》要求，今后
我市将努力建设全国无障碍市县村镇。实
现 1个以上县市区和若干个村镇全国无障
碍建设达标。为困难重度残疾人家庭实施

无障碍改造。
另外，《科技创新和信息化重点项目》

进一步提出了创新性要求，今后，我市要
实施残疾人服务设施兜底线工程项目。配
置专业设备和器材继续支持残疾人康复、
托养等服务设施建设。

鼓励人口 20 万以上的县（市）独立设
置特殊教育学校。支持尚无精神卫生福利
设施的市州和有条件的县（区）建设 1所以
上精神卫生福利机构，每个县建立 1 所以
上的精神障碍社区康复机构，市辖区要依
托市级精神卫生机构按照“一区一所”的
标准建设。

建立线上线下相结合的康复服务平
台，为基层康复机构、残疾人、残疾儿童少
年及其家长提供指导和服务。

发展残疾人就业创业网络服务平台，
充分发挥残疾人职业技能培训管理系统、
就业服务管理系统、按比例就业年审系统
和盲人医疗按摩人员管理系统的作用，服
务残疾人就业创业。

建设残疾人服务大数据，建立残疾人
口基础信息和服务需求、服务资源信息数
据库，实现与政府有关部门数据的联通共
享，推动精准化服务和精细化管理。

●加快无障碍环境建设，提高残疾人生活便利程度

12月 3日是一年一度的“国际残疾人日”。据统计，株洲现有各类残疾
人24.5万，他们是一个不容忽视的群体。扶残助残让城市显得更有“温度”，
更是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

“十三五”期间，我市如期完成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残疾人一个也不
能少”的目标，残疾人事业各项工作取得了显著成效。今年是“十四五”开局
之年，我市将向着共建共享更加幸福美好的生活，“决不能让残疾人掉队”
的目标继续进发。

从“十三五”到“十四五”，站在两个五年的交汇点回顾展望，我市的残
疾人事业写就了浓墨重彩的篇章，即将掀开崭新的一页。“现在我每年有二十多万元的

营业额了，以后会继续扩大规模，
把我酿酒的技术传给更多的残疾
人朋友，带动他们一同增收致富！”
近日，面对前来回访的残联工作人
员，荷塘区荷叶塘村的晏朝阳心里
乐滋滋地，现在的他对未来有了更
明确的方向。

因为肢体三级残疾，晏师傅的
创业之路走得并不容易。2012 年，
辛苦练就酿酒手艺的他租赁一家
小门店，成立了湖南省旭旺酒业有
限公司。他为人忠厚本分，酿酒多
年从不掺假，凭着专业的酿酒技术
和过硬的人品积累了不少新老顾
客慕名而来。

区残联在上户调查走访时，鼓

励他参加 SYB 创业扶持培训。通过
参加政府出资的系统培训，晏师傅
学会了成本核算与制定企业的利
润目标、营销策略、团队管理等，公
司也开得越发红火。

晏师傅是市残联精准帮扶的受
益人之一。

五年来，我市强化政策保障，筑
牢脱贫扶贫基础，精准识别、精准对
接、精准施策。先后培育省级残疾人
就业扶贫基地 5个，市级基地 20个，
县级基地 32个，通过基地辐射带动
周边贫困残疾人脱贫。到 2020年，我
市 2.1万名建档立卡贫困残疾人已基
本实现全部脱贫，还有一些像晏师傅
这样的残疾人不仅自己脱贫致富，还
带动了更多残疾人就业增收。

●全市2.1万名建档立卡贫困残疾人全部实现脱贫

就业创业，是残疾人实现脱贫
致富的主要途径。十三五期间，市
残联通过职业技能培训、建立创
业、就业扶贫示范基地、上门帮扶、
对口帮扶等措施，为残疾人就业脱
贫提供了有力的保障。

五年间，我市将残疾人职业技
能和实用技术培训列入市“民生
100”工程项目，采用“一区一优、一
县一品”培训模式，因地制宜开展
残疾人就业培训。手工编织、面点
师、客服种养技术、盲人按摩……
为残疾人量身打造的各类职业技
能培训，增强了残疾人的劳动就业
能力，拓宽了残疾人的增收途径。

截至 2020 年，我市依托就业
扶贫示范基地组织培训 3000 多名
贫困残疾人及其家属，辐射带动
1000 多户残疾人家庭走上了发展
种养业的致富之路，转移安置了

600 多名残疾人集中就业，初步
形成辐射能力强、示范作用明显、
服务功能完善的残疾人就业增收
公共服务网络。投入 844 万元，对
850 名符合扶持条件的自主创业
残疾人提供了创业帮扶。通过专
场招聘会、公益性岗位、辅助性就
业服务、淘宝云客服务和互联+就
业创业服务，提高残疾人就业率，
让残疾人有了更多的幸福感和获
得感。

同时，通过社区残疾人专职委
员和就业指导员摸排援助对象范
围和一对一结对帮扶等形式，广泛
开展走访帮扶活动。积极开展盲人
按摩进社区“送技术、送管理、送服
务”帮扶工作，委托专业机构，对全
市 73 家盲人按摩进社区门店进行
上门帮扶，帮助提升按摩技术、指
导经营管理、完善基础建设。

●帮扶就业创业，筑就残疾人增收致富新通路

“原来做饭是外面下大雨，屋里下
小雨，现在该有的都有了，太漂亮了！”
70多岁的宾素芬和老伴面对焕然一新
的家，内心激动万分，连连道谢。

宾奶奶不仅是低保户，还是一
户多残家庭，由于家庭贫困一直未
建造厨房，做饭只能在老旧漏雨的
泥土房里，生活十分窘困。残联工作
人员得知这一情况后，立即将她纳
入了 2020 年贫困残疾人家庭无障
碍改造项目对象，并根据实际需求，
共计投入 11700元为她的新厨房设
计了低位灶台、配置了燃气灶，卫生
间安装了浴霸、洗脸盆等设施。

在我市，像宾奶奶家一样享受
到政府无偿帮助进行无障碍改造
的家庭还有很多。

“十三五”期间，我市连续 5 年
将困难残疾人家庭无障碍改造列
入市“民生 100”工程项目，自 2016
年以来，全市共投入资金 1100 余
万元，完成了 1294 户困难残疾人
家庭无障碍改造。无障碍改造工作
涵盖了进出门楼梯扶手、地面坡
化、无障碍卫浴设施改造，以及安
装扶手、沐浴椅等辅助用品。通过

“个性化”和“人性化”的无障碍改
造，不仅消除了残疾人居家生活障
碍，提升了残疾人生活质量，也为

残疾人实现小康奠定了基础。
据了解，市残联还以购买服务

的方式，在 14家株洲市公共服务机
构推广手之声视频手语翻译服务；
在市政府门户网站推出了“无障碍
浏览”功能，为视障群众打造了一
条便捷的网络信息“盲道”。

此外，我市从 2015年全面启动
残疾人居家托养服务，先后制定出
台《株洲市残疾人托养服务工作实
施办法》、《株洲市残疾人居家托养
服务项目实施办法》等一系列政策
执行和经费补贴文件，通过购买社
会组织的个性化专业服务，为智
力、精神及重度肢体残疾人开展多
样化家庭生活照料，针对无自理能
力、家庭照料有困难的重度肢体残
疾人，开展家政、康复及精神慰藉
等服务。

经过将近 5 年的发展，我市已
初步建立由政府部门牵头，以社区
为依托，以社会服务组织、志愿者、
家庭邻里等为载体的居家托养服
务体系。目前，我市已经建有 7 家
3A、2 家 4A 残 疾 人 集 中 托 养 机
构，居家服务机构 7个，累计投入市
级补贴资金近千万元为 8092 名残
疾人提供寄宿制、日间照料、居家
服务等形式的托养服务。

●残疾人托养服务如火如荼，无障碍改造打造幸福株洲新名片

2014 年，“星星的孩子”小智
（化名）来到这个世界上，与众不同
的他只能在自己的世界里原地转
圈，命运给小智一家人戴上沉重的
枷锁。

市残联及时向他们伸出了援
手，帮助小智建立康复救助档案，
申报残疾儿童康复救助项目。2017
年，小智来到同心圆康复中心免费
进行康复训练。通过自闭症专业老
师不厌其烦地努力，现在的小智变
了，他学会了沟通和分享，情况也
一天天变得更好。

从 2020年开始，残疾儿童康复
救助项目连续两年纳入省重点民
生实事工程和株洲“民生 100”工
程，已先后为 1363名有康复需求和
适应指征的听力、言语、肢体、智力
残疾儿童和孤独症儿童提供机构
康复训练服务。

五年间，我市共向 515 名残疾
高中生、大学生，1843 名贫困残疾
人家庭高中生、大学生子女，发放
了教育资助金总计 480.99 万元。还
有 332名学前教育在校（园）残疾儿
童获得了“国家彩票公益金助学计
划”的资助。

在五年间，我市以残疾人扶贫
就业基地、托养中心为依托，为 979
名残疾人（除智力、精神）提供扫盲
教育服务。株洲市特教学校搬迁竣
工了，办学规模成倍增加，极大地
满足了特教需求。

此外，市残联还加大了特校文
化基地建设、手语节目制作、电台
残疾人专栏等资金、设备的投入。
共开办了手语培训班 15期，盲文培
训班 2 期。2019 年起，在全市 14 家
公共服务机构开展了视频手语翻
译服务的试点工作。

●残疾儿童康复救助、残疾人教育质量持续提升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残疾人事业一定
要继续推动”，要“促进残疾人全面发展和
共同富裕”。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
家的新征程中，决不能让残疾人掉队。

“十四五”时期是实施“三高四新”战
略、奋力建设现代化新湖南，全力培育制造
名城、建设幸福株洲的新时期。未来，市残
联将围绕完善残疾人社会保障体系、助推
残疾人充分就业创业、健全残疾人关爱服

务体系、加快无障碍环境建设等 4个方面工
作，并主动服务湖南省“三高四新”战略，积
极推进残疾人巩固脱贫攻坚成果与乡村振
兴战略有效衔接，积极融入我市全面加强
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的战略，
扎实保障残疾人基本民生和平等权利，增
强残疾人自我发展能力，加快推进残疾人
事业高质量发展，团结带领残疾人走向全
面发展和共同富裕，为幸福株洲贡献力量。

根据《残疾人社会保障重点项目》的
规划，最低生活保障边缘家庭中的一二级
重度和三级智力、精神类残疾人可申请单
人保；对纳入低保范围后生活仍有困难的
残疾人和残疾人家庭，采取必要措施给予
生活保障。

完善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和重度残疾
人护理补贴标准动态调整机制，补贴标准
根据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残疾人生活保障
需求、长期照护需求以及财政承受能力统
筹确定，逐步完善补贴办法。

合理降低残疾人使用移动电话、宽带
网络等服务费用，减免残疾人使用助残公
益类移动互联网应用程序（APP）流量资费。

为符合条件的低收入和重度残疾人
残疾评定提供补贴和便利服务。

此外，我市还将开展就业年龄段残疾
人托养服务。为 5000人次就业年龄段智力、
精神和肢体重度残疾的人等提供生活照料
和护理、生活自理能力训练、社会适应能力
训练、运动能力训练、职业康复与劳动技能
训练、辅助性就业等托养服务。

开展残疾人社会工作服务，为残疾人
建立社会支持网络，让更多残疾人有“微
信群”“朋友圈”。为残疾人家庭提供临时
照护“喘息服务”、心理辅导和康复、教育
等专业指导，逐步在残疾人服务机构中设
置社会工作岗位。

●完善残疾人社会保障体系，为残疾人提供高水平的民生保障

据《残疾人就业补贴奖励重点项目》
的计划，未来五年将对残疾人辅助性就业
机构给予一次性建设、场地租金、机构运
行、无障碍环境改造、生产设备和辅助器
具购置等补贴。并通过公益性岗位安排残
疾人就业的用人单位补贴。对通过公益性
岗位安排残疾人就业并缴纳社会保险费

的用人单位给予社会保险补贴。对超比例
安排残疾人就业的用人单位给予奖励。

充分发挥残疾人就业服务中心、公共就
业服务机构、劳务派遣公司、经营性人力资
源服务机构在残疾人就业供需对接方面的
作用，对推荐残疾人稳定就业一年以上的单
位，按就业人数给予奖励。

●助推残疾人充分就业创业，促进残疾人自我发展

在公共服务方面，《残疾人康复服务
重点项目》提出，今后将继续开展残疾人
精准康复服务行动。开展残疾人康复需求
调查评估，为残疾人普遍提供基本康复服
务，为家庭照护者提供居家康复、照护技
能培训和支持服务。

开展严重精神障碍患者日常发现、登
记报告、随访管理、服药指导、社区康复、心
理支持和疏导等服务，为家庭照护者提供
技能培训、心理支持和疏导等服务。健全精
神障碍社区康复服务体系，实现 80%以上县
（市、区）开展精神障碍社区康复服务。

进一步提升基层康复服务能力，建设
多功能残疾人社区康复站。

今后，市、县（市、区）将设立残疾人教
育专家委员会，对适龄残疾儿童少年入学
需求进行排查和评估，给予科学教育安置。

鼓励普通幼儿园招收具有接受普通教
育能力的残疾幼儿，支持特殊教育学校、残
疾儿童康复机构、儿童福利机构开展学前
康复教育，加强公办残疾儿童学前康复教
育机构建设，支持视力、听力、智力残疾儿
童和孤独症儿童接受学前康复教育。

支持普通职业院校招收具有接受普通
教育能力的残疾学生。支持特殊教育学校与
普通职业院校联合开展残疾人职业教育。

鼓励普通学校招收具有接受普通教
育能力的残疾儿童少年，同等条件下在招
生片区内优先安排残疾儿童少年就近就
便入学。设置随班就读区域资源中心或资
源教室，配备必要的教育教学、康复训练
设施设备和专业人员。

残疾人的精神文化生活建设也被十
四五规划当做重点提出。

《残疾人文化、体育服务重点项目》要
求，今后五年将继续开展“五个一”文化进
家庭、进社区项目。并依托新时代文明实
践中心和基层文化设施，增添必要的文化
设备，推动基层创建一批残健融合文化服
务示范中心（站、点）。

为盲人提供盲文读物、有声读物、大字
读物、数字阅读、无障碍电影电视剧等产品
和服务。继续开展盲人数字阅读推广工程。
推动公共图书馆盲人阅览室（区）建设，增加
公共图书馆盲文图书和视听文献资源。鼓励
电影院线、有线电视提供无障碍影视服务。

加强残疾人融媒体平台建设，依托网
络视听媒体开设残疾人文化宣传专题节
目。鼓励残疾人参与文化艺术创作，支持
残疾儿童少年艺术教育。扶持一批吸纳较
多残疾人就业、具有较好市场发展前景的
文化产业基地。

●健全残疾人关爱服务体系，提升残疾人公共服务质量

六一儿童节
残疾儿童义卖活
动现场。
株洲市残联供图

残 疾 人 代 表 收
到智能化残疾人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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