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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享发展 同绘精彩
谱写残疾人事业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五 年 来 ，平 均 每 年 为

5.46 万名残疾人发放“低

保”，为16.5 万名残疾人发

放“两项补贴”，资助1.9万名

重度残疾人购买养老保险，资

助14.2 万人次的残疾人购

买医疗保险，向9600 余名

残疾学生和贫困残疾人家庭学
生子女发放自强助学金；

平均每年扶持 6.06 万

名残疾人居家灵活就业，帮助

3.64 万名残疾人增产增收，

为3200余名残疾人提供职

业技能培训，全市就业年龄段

残疾人就业率达70.04%，

13家单位和13名个人分别

被省政府授予“四川省残疾人
就业工作先进单位”“四川省残
疾人就业工作先进个人”称号；

将 31.95 万名残疾人

纳入家庭医生签约服务范围，
平均每年为1万名残疾人免费

适配辅助器具，为1.5万名视

力及精神残疾人提供康复医疗

帮扶，为3000 余名残疾儿

童提供康复救助；

平均每年为2700 余户

残疾人家庭免费实施无障碍改

造，为2500 余名残疾人发

放机动轮椅车燃油补贴，走访

慰问5.8万余户残疾人家庭，

残疾人信访量逐年下降、满意
度逐年提升。

党的二十大强调，要完善残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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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残
疾人事业现代化，让残疾人成为中
国式现代化的参与者、贡献者和共
享者，是新征程中残疾人事业发展
的新目标、新任务，也是广大残疾人
和残疾人家庭的新希望、新期盼。

省第十二次党代会要求，要统
筹做好残疾人福利保障工作。市
第十四次党代会提出，要探索贫困
家庭重度残疾人集中托养模式，开
展就业援助和公益服务，让残疾人
生活更有保障、更有尊严。当前，
我市残疾人事业已迈入促进残疾

人全面发展和共同富裕的新阶段。
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全

市残联系统将把党的二十大精神
转化为推动新时代残疾人事业发
展的强劲动力，全心全意为残疾人
服务，推进残疾人事业高质量发
展，谋划实施一批补短板、强弱项、
提质量的重点项目，确保残疾人在
成就梦想中不掉队、在共同富裕中
不落伍，让广大残疾人的获得感、
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
障、更可持续，让残疾人成为中国
式现代化的参与者、贡献者和共享
者，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成
都的新征程中争取新的历史荣光！

结语

残疾人服务不断深化拓展，成功
承办“中国·成都国际女子坐式排球超
级六强赛”“中国·成都国际残疾人摄
影展”“中国·成都无障碍旅游论坛”等
重大活动，以盲人作家陈光炅为原型
打造了音乐情景剧《幸福之光》，以无
障碍环境建设扫除残疾人融入社会的

“障碍”，以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为残
疾人托起“稳稳的幸福”。

各方参与、高效协同的残疾人事业
发展格局逐渐成型，扶残助残的良好社
会风尚蔚然成风。五年来，全市认定助
残社会组织137家，组建助残志愿服务
队伍149支1.6万人，为困难残疾人提供
多种形式的帮扶服务。公益助残组织
和慈善机构积极为残疾人募集服务资
源，一系列公益助残品牌的出现为残疾
人事业凝聚了更多社会力量。

“赠人玫瑰，手留余香”，志愿团
体、助残组织和爱心人士的种种善举，
在继承中华民族扶弱、济困、助残传统

美德的同时，也为其注入新的时代内
涵，让善与爱的种子在越来越多人的
心底生根、发芽。

与此同时，改革赋能、固本强基，
自身建设不断加强。科学谋划残疾人
事业发展蓝图，全市各区（市）县残联
创造出不少可推广可借鉴的经验做
法。龙泉驿区成功构建“互联网+政
务服务”体系，双流区整合资源建成

“云上有道”残疾人就业创业服务平
台，青白江区依托“十二针绣坊”培育
出我省唯一的“残疾人非遗工匠”，武
侯区率先建成全省首个智力残疾人全
托中心，成华区试点探索残疾预防新
模式，新都区组建了全省首支残疾人
滑雪队，蒲江县创新实施村（社区）残
协“12345+N”工作模式，锦江区“花开
锦璨”、金牛区“爱上不完美”等具有地
域特色的文创品牌不断涌现，温江区
残疾人衍纸画成为残疾人公益手作大
运特许商品。

越来越多的残疾人能够接受更好
的教育、实现就业创业、平等参与社
会，残疾人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持
续提升。与此同时，通过充分挖掘残
疾人的自身潜能，发挥残疾人在残疾
人事业中的主体作用，帮助残疾人回
归社会、服务社会，越来越多的残疾人
找到了人生出彩的舞台。

从全面小康到共同富裕，成都残
疾人是见证者，也是参与者。越来越
多的残疾人顽强奋斗，为经济社会发
展贡献力量。

成就梦想，我也行！坐在轮椅上
的杨添财开网店卖家乡的特产猕猴
桃，现在不仅有了自己的猕猴桃基地，
还在全国十几个地区采购特色水果在
网上销售，一年销售额达到 1.2 亿元。
2018 年，携手耳朵失聪的吴云创建了

“一起走吧”残疾人品牌项目，带动更
多留守在农村的特殊青年加入电商创
业⋯⋯现在，很多和杨添财一样的优
秀残疾人凭借着不畏困难的勇气、百

折不挠的意志和乐观进取的态度证明
自己：勇敢迎接生活的挑战，争当生命
的强者，将无数个小我融入到新时代
的“大我”之中，创造无愧于时代的精
彩人生。

在拼经济舞台绽放精彩的同时，
喜讯也不断从雅加达亚残运会、东京
残奥会、全国第十届残运会暨第七届
特奥会等国际国内重大体育赛事的赛
场上传来，先后获得245枚金牌153枚
银牌 93 枚铜牌，成绩斐然，残疾人体
育事业蓬勃发展。

来自成都市残联的统计数据显示，
全市以投资人身份或以法人代表身份
参与企业经营的残疾人达 18670 名。
在疫情防控一线、平凡的工作岗位和残
运会赛场上，涌现出了以全国劳动模范
刘荣富、独腿医生陈永根、盲人作家陈
光炅、残奥冠军董超等为代表的一大批
残疾人自强模范，他们用汗水浇灌梦
想、用奋斗回馈社会、用行动感召他人，
书写了感恩奋进的精彩人生。

就业是残疾人自强自立的基础。
在成都，平均每年扶持 6.06 万名残疾
人居家灵活就业，帮助 3.64 万名残疾
人增产增收，为 3200 余名残疾人提供
职业技能培训，全市就业年龄段残疾
人就业率达70.04%。

康复事关残疾人生活的改善乃至
生命的重建。五年来，成都将 31.95 万
名残疾人纳入家庭医生签约服务范
围，平均每年为1万名残疾人免费适配
辅助器具，为 1.5 万名视力及精神残疾
人提供康复医疗帮扶，为 3000 余名残
疾儿童提供康复救助。更多的残疾人
在高水平的康复治疗中身体好起来、
心扉敞开来，将勇毅做翅膀、以梦想为
动力，在新征程上砥砺前行。

五年来，成都实现了低收入家庭
重度残疾人最低生活保障“单独施
保”，农村残疾人危房改造“应改尽
改”，托养补贴“提标扩面”，困难残疾
人生活补贴标准“翻了一番”。残疾
人按规定纳入了基本医疗保险、长期
护理保险保障范围，29 项医疗康复项
目全部纳入基本医疗保险支付范围，
残疾人社会保险实现了多险种、广覆
盖。完善了困难残疾人家庭探访访
视和临时救助机制，及时回应困难残
疾人需求，临时救助程序更优、时效
性更强。健全了覆盖全学龄段的残
疾学生政府资助制度，在全省率先建
立了残疾学生从学前教育到高中阶
段的 15 年免费教育体系，率先解决
了残疾学生因身体原因无法参加中

考体育考试的难题。
残疾人在哪里，就问需问计问效

到哪里、助残服务就推进到哪里。持
续加大对新冠肺炎疫情中残疾人的救
助力度，特别是去年“8·25”疫情发生
后，全市残联系统组成志愿服务队，用
心用情开展“敲门行动”，通过电话联
系、视频问询、上门走访等方式，平均
每天对 1 万余户残疾人家庭进行探视
探访，累计提供助残志愿服务9万余项
次，为 6700 余户残疾人家庭提供了临
时救助。

残疾人社会保障体系不断完善，
兜底保障残疾人民生的“安全网”更加
紧密，五年累计投入资金 84.95 亿元，

深入实施各类扶残助残项目，实现
35.21 万名残疾人同步迈入小康社会。
平均每年向22万名残疾人发放低保或

“两项补贴”，资助购买养老、医疗保险
16.1万名，帮助灵活就业、增产增收、职
业培训 10 万名，提供辅具适配、救助、
康复服务 2.8 万名，残疾人家庭医生签
约服务率超95%⋯⋯

一组组详实的数据背后是残疾
人康复服务逐渐普惠可及，残疾人
受教育水平已经稳步提高，残疾人
就业权利获得更好保障，残疾人生
活水平得到更大提升。在无处不在
的帮扶支持下，残疾人追寻更有质
量的生活。

党委政府的重视和关爱是残疾人
事业得以发展的重要保障。成都市委
始终把残疾人工作纳入全市发展大局
来部署与推进，定期听取残疾人工作
汇报，召开市委党的群团工作会议，关
心支持残联改革和干部队伍建设，支
持残联依法依章、独立自主开展工
作。市政府将残疾人事业纳入国民经
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建立与市残联等
群团组织联席会议制度，研究解决了
一批涉及残疾人康复、托养、就业、职
业技能提升等领域的重点难点问题。
市政府残工委带领残工委各成员单位
各司其职、各尽其责，构建了全市残疾
人事业发展“一盘棋”工作格局。

全市残联系统主动服务全市重大
发展战略。积极服务“双城记”，先后

与渝德眉资等地残联签订合作协议，
召开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残疾人事业
协同发展联席会，建立健全信息互通、
工作互访、活动共办、服务互认工作机
制，在残疾人培训、就业、维权等领域
实现资源共享、优势互补。积极融入

“示范区”，在全国首次开展“美好成
都·无障碍旅游”等八大活动，面向全
国发布了《天府绿道无障碍设计导
则》；围绕全国文明典范城市创建，拍
摄“有爱无碍·携手同行”城市无障碍
宣传片并在全网传播，组织近万人次
志愿者对 363 个社区、4 万多个迎检点
位的无障碍环境现状进行拉网式“敲
门”排查；组织开展公园城市无障碍感
知行志愿助残活动260余场，在天府绿
道建立了辅助器具租赁共享空间。积

极提质“幸福城”，提标扩面残疾儿童
康复救助、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困难
残疾人生活补贴等一批扶残助残政策
制度，残疾儿童康养救助实现“应助尽
助”，“两项补贴”实现“应补尽补”。

残疾人事业是底线事业，更是标杆
事业。五年来，成都聚焦残疾人的民生
保障问题，用心用情用力解决好基层困
难事、解决好残疾人的操心事烦心事揪
心事，不断满足广大残疾人对美好生活
的需要，持续完善残疾人关爱服务体系，
扎实做好残疾人补贴资助、就业援助、教
育帮扶等各项工作，推动成都市残疾人
事业全面发展，汇聚造就了空前浓厚的
尊残扶残助残社会氛围，让广大残疾群
体在经济社会发展中感知到了实实在在
的幸福、体验到了真真切切的美好。

2022年12月21日，“2022
中国最具幸福感城市”榜单发
布，成都再一次脱颖而出，位列

“2022 中国最具幸福感城市”
名单榜首，连续14年荣膺“中
国最具幸福感城市”冠军。

一周之后，在 12 月 28 日
举行的有爱无碍·逐梦幸福
——“我们的节日”成都市助残
迎新年活动上，残疾人朋友在
舞台上欢快地歌舞，每一个笑
容的绽放流淌的是他们在这座
幸福城市中感受到的关爱和温
暖，展现的是新时代残疾人乐
观向上、自强不息的精神风貌。

残疾人的康复、教育、就
业、精神文化生活状况关乎千
千万万个家庭的幸福指数。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让广
大残疾人安居乐业、衣食无忧，
过上幸福美好的生活，是我们
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宗旨的
重要体现，是我国社会主义制
度的必然要求。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残疾人
事业的系列重要指示批示，为
新时代残疾人事业发展指明了
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为
做好残疾人工作提供了思想指
引和行动指南。

霁日光风，草木欣欣。成
都市残联第七次代表大会以
来，全市残联系统深入学习贯
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四川及成都
工作系列重要指示精神和习近平
总书记关于残疾人事业的重要
论述，充分发挥桥梁纽带作用，
引领广大残疾人听党话、感党
恩、跟党走，推进残疾人事业高
质量发展，不断提高残疾人民
生“温度”、幸福“刻度”。广大
残疾人自尊自信自强自立，以
不畏困难的勇气、百折不挠的
意志和乐观进取的态度追求更
加幸福美好的生活。

固本强基 扶残助残的能力不断增强

政治引领 全市残疾人事业发展“一盘棋”

保障有力 残疾人民生持续改善

残疾人与全市人民一道同步迈入小康社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