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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残疾人
铺就“幸福就业路”

◎ 潘铎印

就业是民生之本，不仅可以改善生活条
件，通过劳动创造美好生活，更能增强自信，
更好地融入社会，实现人生价值。对于残疾
人来说也是如此。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截
至 2023 年，我国残疾人总人数达 8591.4 万，
占总人口的6.34%。残疾人是社会弱势群体，
就业过程中存在着就业机会不足、就业岗位
不匹配、劳动技能较差、社会竞争力不强、群
体收入偏低等现象。

近年来，中央各有关部门出台关于促
进和发展残疾人按比例就业、辅助性就业
等各类专项政策，制定残疾人就业保障金
征管用、税收优惠减免、政府采购优先等各
类扶持办法。《“十四五”残疾人保障和发展
规划》提出，要完善残疾人就业法规政策，
多渠道、多形式促进残疾人就业创业，提升
残疾人职业素质。除了基本的民生保障，接
受教育、考试就业、融入社会等都是残疾人
的所盼所愿，让每一个个体都能无障碍地
工作和生活，是促进残疾人事业全面发展
的题中应有之义，也需要全社会给予无私
包容和大力支持。

就业是残疾人平等而充分地参与社会生
活的重要途径。近年来，在政府关怀、社会帮
扶下，越来越多残疾人走上工作岗位，越来
越多梦想向阳而生、绽放光彩。但也应看到，
残疾人人数众多、特性突出，面临着返贫致
贫风险高、就业质量不高、公共服务总量不
足、平等权利还没得到充分实现等问题。

为残疾人铺就“幸福就业路”。各地各
部门要高度重视残疾人就业问题，更好地
发挥政府促进就业的作用，大力实施残疾
人就业增收工程，进一步落实残疾人就业
创业扶持政策，推进落实党政机关、事业单
位、国有企业带头安排残疾人就业制度，不
断提升残疾人就业服务质量和效益，鼓励
用人单位积极安排残疾人就业，稳定和扩
大残疾人就业岗位，全面推动残疾人就业
提质增效。加强残疾人的职业培训教育，推
进残疾人就业基地建设，加大残疾人职业
技能培训力度，做好就业创业指导帮扶，增
强残疾人的就业竞争力。关注残疾人的特
殊需求，创新残疾人岗位工作模式，创造适
合残疾人工作环境，帮助残疾人高质量就
业，保障残疾人劳动权益，使残疾人通过自
身勤奋劳动实现人生价值。

关心残疾人、扶残助残是社会文明进步
的重要标志。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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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级政府要进一步完
善特殊群体就业支持体系，用心尽心为残疾
人就业创业创造良好氛围，让社会温度在残
疾人身上体现，满足更多残疾人对美好生活
的向往。

为残疾人创造

关于全国助残日，
你了解多少？

● 全国助残日的由来

全国助残日是中国残疾人节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保障法》第
14条规定：每年五月第三个星期日，
为全国助残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残
疾人保障法》从1991年 5月 15日开
始实施，“全国助残日”活动即从1991
年开始进行。全国每年都开展“助残
日”活动。

● 全国助残日的意义

每年一次的“全国助残日”活动，
动员了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领导及
数以亿计的群众参加，形成了强劲的
声势和规模，为众多残疾人提供了切
实可行的帮助和扶持，有力地推动了
残疾人事业的发展。

中国残联和故宫博物院5月12日签订
战略合作协议，将共同尝试打造无障碍融
合空间，优化故宫博物院无障碍环境建设，
提升残疾人使用体验。

根据协议，故宫将为持证残疾人参观
提供便利，开通、优化残疾人无障碍通道，
设计残疾人参观路线，不定期开展无障碍
服务培训，为残疾人提供主题参观服务。双
方还将把故宫出版的优秀书籍编译出版为
盲文图书，为残疾人提供良好的阅读体验。

故宫博物院的这一举措是我国积极推
动无障碍环境建设的一个缩影。如何让残
疾人更好地参与融入社会生活？到广场上
打打牌、去公园散散心、舒舒服服洗个热水
澡……答案或许就在这一个个“有爱”的人
性化服务中。近年来，我国积极推动无障碍
环境建设，打造连续贯通、安全便捷、健康
舒适、多元包容的无障碍环境，让残疾人等
群体的生活出行更加“无障有爱”。

北京市抓住2022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
契机，启动无障碍环境建设专项行动，制定
《北京市无障碍环境建设条例》，探索形成
了“群众提需、专班推动、网格管护、社会评
价”的“北京经验”。着力打造连贯畅通交通
出行体系，修复盲道 26069 处、人行横道
6590处，城市主要道路缘石坡道“零高差”；

改造公交枢纽、公交站台、地铁站、公共停
车场2701个；打造606条无障碍公交线路，
12242辆公交车配备无障碍导板等设施，占
城区公交车总数的80.12%；地铁1、2号线
等老线车站更新142部轮椅升降平台，地
铁24条线路、428座车站全部提供无障碍
预约服务。着力提升公共服务水平，累计改
造重点领域公共服务场所1.58 万个；市、
区、街乡三级政务大厅，二、三级医院基本
实现无障碍化；公园景区、宾馆饭店以及图
书馆、文化馆、影剧院、体育馆等公共文体
场所无障碍设施及服务进一步普及；大中
型商超、银行、邮政、电信等无障碍软硬件
水平明显提升。着力解决群众身边的揪心
事、烦心事，改造街边“七小门店”2.4万个；
2.95万栋老旧住宅楼单元门口进行坡化、
加装扶手，200多个社区提供了爬楼机上门
服务，方便了行动不便的居民上下楼。

近年来，四川省积极开展中央彩票公益
金——困难重度残疾人家庭无障碍改造项
目，已累计为57716户残疾人家庭提供无障
碍改造。省残联在中央彩票公益金——困难
重度残疾人家庭无障碍改造项目实施中，
结合残疾人家庭和自身特点，量身定制符
合他们需求的居家无障碍改造，重点解决
了残疾人洗澡、如厕、做饭、出行等日常生

活困难。改造前，工作人员与社区联动入户
调查个人需求，录入各县（市、区）残疾人的
详细信息。改造过程中，充分应用智能化无
障碍改造，让残疾人充分感受到科技进步
为生活所带来的方便。

“以前在家行走都困难，现在方便很
多。”通过居家无障碍改造，因小儿麻痹致
二级肢残的四川省绵阳市涪城区石塘街道
小浮桥社区居民毕玉已经能够自由行动。
根据毕玉的家居动线，墙壁都安装了无障
碍扶手，墙面拐角处放置的家具，让毕玉能
够轻松控制身体转向。扶手与家具之间同
样预留出了合适距离，方便她任意移动。

在浙江省，无障碍家庭改造项目起步
于2012年省残联、省建设厅和省财政厅联
合印发的《万户残疾人“无障碍设施进家
庭”》，此后历经11年，完成改造81212户，
投入资金近4亿元，在构建高质量发展建设
共同富裕示范区进程中，努力提升困难残
疾人家庭无障碍改造工作水平。

2023年9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无
障碍环境建设法》正式施行，其中第十九条
进一步明确了开展残疾人家庭无障碍设施
改造的要求。截至2023年12月底，全国共
完成改造88.08万户，占“十四五”总任务数
的77.68%。

日前，家住江苏省南京市江北新
区的多重残疾四级在训儿童杜小星
（化名）小朋友，在家附近的微关爱儿
童康复机构中心进行打卡训练。同一
时间几公里外的江北新区残疾人综合
服务中心大厅内，她的康复训练打卡
信息出现在了智慧大屏的滚动屏中。

为了更为高效、便捷地开展助残
工作，近年来南京市残联基于大数据、
AI等多种技术手段，开始在各区试点
数字化平台建设，而前述场景正是南
京市江北新区残联数字化平台上日常
的一幕。在该数字化平台上，不仅工作
人员能够实时掌握区域残疾人的康
复、培训、文体活动状态，残疾人也能
在该平台匹配自己的日常需求。

科技向善，如今四川省成都市一
大批现代科技助残企业应运而生，科
技助残已然成为成都落实新质生产
力、促进残疾人事业高质量发展的重
要场景。成都作为国内重要的科技创
新中心，一批涉残科研项目成功纳入
国家和省市科研计划，也为实施科技
助残奠定了坚实基础。去年召开的成
都市残联第八次代表大会确定成都残
疾人事业“136”发展思路，将强化“科

技支撑”作为促进残疾人事业高质量发展的三
大支柱之一。成都市残联联合多部门正在研究
深入推动科技助残的方法举措，为科技助残政
策支撑、平台搭建、市场拓展等方面提供支持。

2023年，国家重点研发计划“主动健康与人
口老龄化科技应对”重点专项组织实施，研发了
康复机器人、智能人工关节等高技术辅具产品，
为改善残疾人生活质量提供了科技支撑，让人
机结合不再只是电影。

杭州第4届亚残运会期间，火炬手蔡琼卉在
智能导盲犬的引导下进行火炬传递，徐佳玲则
通过脑波控制点燃了开幕式现场的主火炬；另
有高位截瘫患者通过无线微创脑机接口实现意
念控制光标移动、意念控制手套外骨骼持握，一
名四肢瘫痪的患者亦在植入脑机接口后，14年
来第一次实现了“用手喝水”；AI大热赋能千行
百业，一大批残疾人通过电商、直播带货、数据
标注、网络信息安全等实现了“云端”逐梦。

此外，值得一提的是，“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
写入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被列为2024年十大工
作任务之一。中国残联相关负责人表示，新质生产
力是科技创新在其中起主导作用的生产力，科技
创新是发展新质生产力、提高残疾人生活品质、促
进残疾人事业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支撑。

中国残联还将联合相关高校积极落实“十四
五”残疾人保障和发展规划部署，推动设立助残
领域重点研发平台。将联合相关研究机构和科技
领军企业，针对残疾人服务和工作特定需求，共
同建立联合实验室，促进人工智能、神经修复、脑
机接口等前沿技术在残疾人领域加快应用。在推
动完善科技助残工作顶层设计方面，中国残联将
更好发挥作为国务院残疾人工作委员会办公室
的作用，积极联系国务院残工委各成员单位，继
续主动推动将科技助残纳入国家科技创新总体
布局，研究制定科技助残相关政策，明确残疾人
领域科技创新发展目标、指导原则、重点任务、工
作要求，指导、引导各类创新资源进一步向残疾
人领域集聚，着力用科技力量创造残疾人美好生
活，赋能残疾人事业高质量发展。

在“科技感”与“人情味”的双重加持下，新
质生产力将发挥更大作用，科技助残将飞入更
多“寻常百姓家”。

更加美好的生活更加美好的生活

1991年：宣传残疾人保障法
1992年：走进每个残疾人家庭

1993年：扶助共进
1994年：我们同行——为远南残疾人运动会献爱心

1995年：一助一，送温暖
1996年：预防残疾，增进健康

1997年：助残与自强
1998年：扶贫解困

1999年：无障碍与视觉第一
2000年：志愿者助残

2001年：宣传贯彻保障法，携手迈入新世纪
2002年：关注基层残疾人工作，保障残疾人基本生活

2003年：发展残疾人事业，共同奔赴小康
2004年：情系我的兄弟姐妹，帮扶贫困残疾人

2005年：平等共享，促进残疾人就业
2006年：真实的了解，真挚的关爱

2007年：保障残疾人的权益，共建和谐社会
2008年：牵手残疾人 走进残奥会

2009年：关爱残疾孩子，发展特殊教育
2010年：关爱帮扶农村贫困残疾人

2011年：改善残疾人民生，保障残疾人权益
2012年：加强残疾人文化服务，保障残疾人文化权益

2013年：帮扶贫困残疾人
2014年：关心帮助残疾人，实现美好中国梦
2015年：关注孤独症儿童，走向美好未来
2016年：关爱孤残儿童，让爱洒满人间
2017年：推进残疾预防，健康成就小康
2018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残疾人一个也不能少
2019年：自强脱贫 助残共享
2020年：助残脱贫 决胜小康
2021年：巩固残疾人脱贫成果、提高残疾人生活质量
2022年：促进残疾人就业，保障残疾人权益
2023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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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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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他们是一个特殊群体，或看

不见多彩的世界，或听不见动人
的声音，或无法在大地上奔跑，
或不能说出自己的想法……因
为身体的缺陷，他们需要全社会
给予充分的尊重、关心和帮助。5
月 19 日是第三十四次全国助残
日，此次助残日活动主题为“科
技助残，共享美好生活”。近年
来，全社会致力于让残疾人共享
科技红利、改善生活品质，为他
们创造更加美好的生活。

让无“碍”环境营造有爱氛围

以一技之长为幸福生活“加码”

数百公里外，一位顾客打开无人售货
柜成功购买商品。在天津创美助残基地，听
障人士王洪媛、王洪良姐弟俩认真盯着电
脑屏幕，仔细对比收货前后货架商品变化。
鼠标轻点，购物环节顺利完成。

“在百姓享受便捷生活的背后，是审单
员们的辛苦工作。”王洪媛和王洪良都是听
力一级残疾，他们主要负责审核无人售货
柜反馈的视频、图像、重量等信息，通过比
对判断顾客购买物品的种类、数量，生成商
品订单并扣取相应费用。同时管理上百个
货柜，让这对残疾姐弟有了紧跟时代的自
豪感。

为残疾人搭建就业创业舞台，是帮助

他们增加收入、融入社会，实现人生价值和
梦想的重要途径。近年来，各地积极推进残
疾人就业，以一技之长为幸福生活“加码”。

5 月 8 日，青海省残联发布《青海省
2023年残疾人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数据显
示，青海省残疾人事业各项指标呈现出积
极向好的态势。2023年，全省共有72个残
疾人康复机构，为4.31万名残疾人提供基
本康复服务，2.26万名残疾人得到基本辅
助器具适配服务。公报显示，青海省残疾人
就业面不断扩大，就业比例持续提升，就业
质量逐渐提升。2023年，青海省城乡持证残
疾人就业人数为5.1万人，其中按比例就业
5008人，集中就业1444人，个体就业2570
人，公益性岗位就业1659人，辅助性就业
1038人，灵活就业1.75万人，从事农业种
养加工2.15万人。积极开展农村困难残疾
人实用技术培训，为 2614 人次残疾人赋

能。全省61个残疾人就业帮扶基地共安置
736名残疾人就业，带动574户残疾人家庭
增收。

甘肃省残联在全省范围内实施“爱心
屋”助残就业项目，深化实化爱心助残行
动，大力促进残疾人就业增收，推动爱心甘
肃建设更有温度、更显力度。甘肃省残联制
定了《2024年全省“爱心屋”助残就业工作
实施方案》，明确了“爱心屋”建设的目标任
务、安置对象、就业方式、运营模式和资金
安排等；争取下拨2024年度省财政预算资
金600万元，通过爱心企业托管、参与运营
管理、公益项目扶持等方式，分步实施、稳
步推进。

如今，在残疾人集中安置车间里，残疾
人以勤劳与汗水浇灌奋斗之花；在按比例
就业企业中，残疾人与健全人一道互帮互
助勇敢逐梦；在各类创新创业的平台上，不
少残疾大学毕业生在节能环保、高新科技
等多个行业领域勇毅笃行，助力产业转型
升级……

迎着新征程暖阳，8500万残疾人必将在
全社会关心关爱下，共享更加美好的生活。

（综合新华社、红星新闻、《新京报》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