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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 21日上午，阳光温暖地洒在田埂上，
微风拂过，显得格外宁静惬意。

家住石峰区新桥村的小喆，从家中搬出一
张椅子，拿起一本大学计算机专业书，认真地看
了起来。不一会儿，他遇到了一个难点，当即打
开手机搜索视频解答，调整了一下别在耳后的
助听器，将视频中讲述的解决方法记录。

小喆从小就有听力障碍，今年 9月，以近
430分的成绩考入湖南软件职业技术大学。“考
上大学，村上的助残专干就帮我们申请了
4000元专项教育资助金，真是帮了大忙。”小
伙子言语中感激满满，对未来充满信心。

在株洲，像小喆这样的孩子还有很多，他们
或存在肢体残疾、或存在视力、听力障碍，他们，
是一群折翼的天使。

让折翼天使也能展翅高飞，成才路上，绝不
放弃每一个残疾儿童和残疾青少年。二十大报
告强调“完善残疾人社会保障制度和关爱服务
体系，促进残疾人事业全面发展”。近年来，在市
委市政府的高度关注和关怀下，株洲市残联从
心出发，从细着手，靶向发力，精准资助，实现从
高中到大学甚至研究生以上教育资助全覆盖，
“不漏一户，不掉一人”，托起一个个残疾学生的
教育求学梦，让他们在逐梦路上自由翱翔。

1.高中阶段:残疾学生每人每学年资助1400元；贫困残疾人家庭子女每
人每学年资助1000元。

高中阶段残疾学生：是指具有株洲市户籍、持有第二代《中华人民共和国
残疾人证》，就读于本省执行公办教育收费标准的全日制高中学校（包括特教
学校、普通高中和中等职业学校）的残疾学生。

高中阶段贫困残疾人家庭子女：指具有株洲市户籍，父母有一方（或双
方）为残疾人且持有第二代《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证》，家庭享受最低生活
保障待遇，就读于本省执行公办教育收费标准的全日制高中学校的学生。

2.大学阶段：残疾人大学生按专科 4000元、本科 5000元、硕士及以上
层次6000元/人给予一次性资助；贫困残疾人大学生子女不论专科、本科、硕
士及以上层次，均按3000元/人给予一次性资助。

残疾人大学生：指参加高考、研究生考试取得入学资格的残疾人和参加
成人高考、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并取得相应学历（位）证书（函授文凭除外）的残
疾人。

贫困残疾人家庭大学生子女：指参加高考、研究生考试取得入学资格，父
母有一方为残疾人，享受最低生活保障待遇家庭子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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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来，市委市政府主要领导始终把残疾儿童和残

疾人子女的教育问题放在心上，倾心关爱、大力支持。市

残联、市教育局、市财政局等单位通力合作，确保政策、资

金落在实处。

攸县人小乐（化名）9岁时因一次意外导致右手神经

受损，最终导致肢体残疾。小乐的爸爸告诉记者，为了给

小乐治病，家里债台高筑。但好在小乐学习劲头十足，高

中三年来基本没让他们操心。

“高中阶段，县残联每年都按政策落实，给予了补助。

让我们很暖心。”小乐爸爸说，残联专干每学年都会申请

1400元的资助金，这笔钱大多为小乐购买复习资料。在他

眼里，这笔资助不仅是一份救助，更是一份鼓励与支持。

无独有偶。家住茶陵的高一学生小陈存在视力障碍，

“学校减免了一部分学费，残联部门也为我们申请了助学

资金。”小陈的妈妈不断地表达感谢。

“高中阶段就读于本省执行公办教育收费标准的全

日制高中学校（含特教学校、普通高中和中等职业学校）

的残疾学生，按照每人每学年 1400元的标准给予资助。”

市残联相关负责人介绍，为切实维护广大残疾人受教育

的权利，增强他们平等参与社会活动和实现就业的能力，

对具有株洲户籍且持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证》的残

疾人学生和贫困残疾人家庭学生进行教育救助。除了残

疾人学生，针对父母有一方（或双方）为残疾人，家庭为享

受最低生活保障待遇或者当地政府认定的低收入家庭，

就读于本省执行公办教育收费标准的全日制高中学校的

贫困残疾人家庭子女，也按照每人每学年 1000元的标准

给予资助。

据悉，为不断提高残疾人教育保障水平，我市已基本

形成从学前、义务教育阶段（家庭困难残疾学生）到高中

直至研究生教育全覆盖的学生资助政策。今年，我市残疾

儿童少年义务教育入学率达 99.37%。

每年 7 月，都是荷塘区残联

业务股股长周芬最忙碌的一段

时间。

“每年这个时候，我们都要

进行持证残疾人专项调查，确保

不漏一户，不掉一人。”周芬说，

每年他们都会提前把 16岁至 20

岁的残疾学生名单导出，让街道

社区人员核实其入学情况情况。

他们前期会安排专题培训，让每

位残联专干都熟知资助政策。同

时还要求专干每年至少要有一

次上门上户。

“去年我们有 17名残疾学生

（残疾人子女）考入大学，24名残

疾学生（残疾人子女）考入高中，

全部享受了应有资助政策。”翻

开台账，周芬对每户残疾家庭的

情况都如数家珍。

为了让更多残疾人知晓资

助政策，荷塘区残联想了不少办

法，他们印制宣传册，分发给辖

区内的每个残疾人。上门服务，

手把手教他们准备资料。“因为

每笔资助都有申请时间，错过了

就会错失当年的资助。”周芬表

示，残疾人家庭经济情况一般不

太好，所以每笔资助款对于他们

来说都很重要，所以每当这个时

候，他们就是残疾人家庭的“跑

腿员”“帮办员”。

除了资金上帮扶，残联工作

人员还要帮残疾人“立志”。荷塘

区有一户残疾人农村家庭，老李

是视力残疾人，家中有一个女儿

在读高中。多年来，老李一直自

怨自艾，不参加工作全靠家里年

迈的老父母维持生活。周芬等人

经常上门开解，不断鼓励他重新

振作。最终，老李通过技术培训，

在黄程保健成功实现再就业。

如今，老李靠着双手撑起了

整个家，女儿也考上了东北林业

大学，“残联的好心人又帮我们

申请了教育资助资金，现在感觉

生活很有奔头！”电话那头，老李

的笑声格外爽朗。

据了解，每年市残联安排部

署残疾学生及残疾人家庭子女

学生助学工作后，经各县（市、

区）残联调查摸底上报，对符合

资助条件的学生按政策予以资

助。目前随着各校新生陆续入

学，本年度残疾学生及残疾人家

庭子女学生资助金申请已完成，

将按计划分批发放资金，届时将

有效缓解残疾学生和残疾人子

女在求学过程中的经济困难，提

高了残疾学生和残疾人子女的

就学率。

“残疾人是一个特殊群体，需要

格外关心关注，更应全力保障每一

名残疾学生或残疾人家庭子女受教

育的权利。”市残联党组书记、理事

长李克武介绍，教育救助金的发放，

进一步完善了残疾人救助体系，在

一定程度上解决了残疾人学生和贫

困残疾人家庭学生的就学困难，希

望他们发奋自强，努力打拼更加精

彩的人生。

今年 8月，“金秋助学”活动中，

市残联认捐的 20 名贫困学子收到

了 5000元/人的助学金。

“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

寒来。”这是今年被湖南工业大学录

取的残疾人大学新生小陈的座右

铭。虽然先天缺陷，但身残志坚的他

以顽强的斗志，考上了这所不错的

大学。“我希望能借助金秋助学金圆

我的大学梦，得到一纸文凭，充实自

我，待我学有所成，必定回报社会。”

乐观开朗的她说。

“疫情让本就不宽裕的家庭雪

上加霜，好在有党委政府的扶残惠

残政策，这笔补助无异于是雪中送

炭，更让我感受到了来自党和政府

的温暖，我不会辜负党和国家对我

们这个特殊群体的青年一代的关

怀，一定努力学习深造，成为这个社

会的有用之才！”这是受助人小李的

一番心里话。

精 准 而 有 温 度 的 助 学 工 作 ，

极大激发了受助学生的奋斗精神

和奉献意识。据悉，援助残疾学

生及残疾人家庭子女就学工作是

重要内容，也是市残联巩固拓展

残疾人脱贫攻坚成果与乡村振兴

有效衔接的重要举措，市残联始

终当作一件大事抓紧抓好，连续

多年开展助学活动。

2021 年，市残联核拨 747 名高

中及高中阶段以上残疾学生和困难

残疾人家庭子女教育资助金 142.24

万元。2022年，全市 728名残疾学生

和困难残疾人家庭子女申报残疾人

教育资助，拟核发资助金 151 万元。

今年高考期间，12 名残疾考生享受

到“拄拐杖进入考场”“外语听力免

测”“佩戴助听设备参加考试”等合

理便利服务。在省、市开展的“湘窖·

我的大学梦”、“大爱株洲、金秋助

学”助学活动中，90余名家庭困难的

应届高考残疾学生和残疾人家庭子

女获得人均 5000元的入学资助金。

为提高教育质量，确保残疾学生接受

更适宜的教育，去年，由市政府领导亲自挂

帅，株洲市教育局、市民政局、市卫健委、市

残联四家单位联合发文，成立了“株洲市特

殊教育专家委员会”。

专家委员会以对残疾儿童少年的科学

安置与跟踪辅导为工作重点，每年定期或

不定期由专家委员会组织专业评估小组对

适龄残疾儿童进行现场教育诊断、评估，由

专家委员会根据评估结果，对残疾儿童接

受普通教育的能力以及适应学校生活的能

力作出判断，为残疾儿童后续的入学安置、

教育与康复训练等做出安排建议。

为破解“随班混读、随班就座”等现实

困境，我市将简单的“随班就读”升格提质

为了环境支持、自然融合、和谐共建的“融

合教育”。据了解，经督导评估，我市将最初

14所随班就读资源教室点校新增至 30所融

合教育点校，升格 3所融合教育点校为示范

融合教育学校。“聋听融合·手之声”“医教

结合”“融合中国·残障融合倡导”……一系

列项目深获好评。

株洲融合教育“1+X+Y”工作模式，经验

成果多次在全国特教会议上分享，得到业

内专家与同行的高度肯定。

除此之外，市残联还整合资源，多元化

发展残疾人职业教育。去年，我市出台《株

洲市“十四五”残疾人保障和发展规划》，提

出“要着力发展以职业教育为重点的残疾

人高中教育，办好株洲市特殊教育学校，推

动特殊教育学校增设职教部（班），鼓励普

通中等职业学校增设特教部（班）。市残联

以“残疾人职业教育研究与探索”为课题，

委托市特校组建项目组开展工作调查和研

究，在市残联和市教育局的合力支持下，全

国汽车服务连锁百强“爱车巧手”特校实训

基地今年在该校挂牌成立。

此外，市特校通过普教与职教相结合

的方式，在高中部开设了工艺美术和现代

家政中职专业，在聋教部开设了基础美术、

陶瓷艺术、美容美发、手工四门课程，启智

部开设了洗车和家政、保洁、烘焙三门课

程。今年，市特校 7名应届高考学生，全部单

招进入高校深造，其中 6人进入天津理工、

长春大学本科就读。

毗邻醴陵瓷谷的醴陵市陶瓷烟花职业

技术学校，是一所国家级重点中等职业技

术学校，现有全日制在校学生 3千余人。在

株洲市社会扶贫联合会的资助下，2017 年

该校首开“自强班”招收残疾、心智障碍、家

庭贫困等各类困难学生，并实现“三免一

包”，即免学费、免杂费、免生活费，包推荐

工作。湖南省陶瓷行业协会、醴陵市花炮总

商会、醴陵电商产业园等，提供就业岗位 80

余个。目前，学校每年仍有 20余名残疾学生

和 50余名残疾人家庭子女在校参加陶瓷、

工艺美术和电子商务等专业的学习，在毕

业后实现稳定就业。

“中国梦，是民族梦、国家梦，是每一个

中国人的梦，也是每一个残疾人朋友的

梦。”向阳而生，循梦而行。株洲市残联通过

努力，让全社会凝心聚力，经过精准教育资

助，带动更多残疾学生和残疾人家庭子女

以自强不息奋发向上的姿态，共建共享更

加幸福美好的生活。

A
有爱无碍：教育救助暖人心

B
靶向发力：不漏一户 不掉一人

多措并举：助力折翼天使成才
C

D 多元发展：提升残疾人教育质量

市 残 联 相 关 负

责人实地督导农村

户籍残疾人返贫致

贫风险排查工作。

市残联与株洲市残联与株洲

师专合作师专合作，，开设开设““手手

语课堂语课堂””。。

市残联多方协调

拓 宽 资 助 渠 道 ，让 更

多学生圆了大学梦。

白云峰副市

长看望慰问在省

残疾人职业技能

大赛中凯旋的株

洲市代表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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