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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阳而生向阳而生 循梦前行循梦前行
——我市奋力推进残疾人事业高质量发展我市奋力推进残疾人事业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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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强化党建
引领，深入学习宣

传贯彻落实党的二十
大精神，开展多形式、

多层次的学习培训，加强
“携手联心”党建品牌建

设，贯彻执行省残联“十项”
禁止性规定。
2.扎实推进民生实事项目，大

力推动残疾人托养服务，拓展居家托
养专业康复训练、生活自理能力训练、

就业能力训练等服务内容；充分调研我市
集中托养机构情况，研究探索我市全日制托

养模式。发挥残疾人之家帮扶残疾人的作用，
完善落实残疾人之家星级管理办法。加强残疾人

之家监管，提高运行质效，关停无法运行的残疾人
之家，严格审核新建残疾人之家，力争全市残疾人之

家正常运行数达22家以上。推进残疾人辅具共享服
务，优化租借流程，合理设置租借期限，开展服务满意度

评价，进一步提升服务满意度；新增不少于16个辅具租赁
点位，试点推动康复辅助器具社区租赁服务，为有需求的人

群免费使用辅具提供便利。加快推进重度残疾人家庭无障碍环
境改造。

3.兜牢残疾人基本保障底线。抓好残疾人各类服务与救助政策
落实，及时审核残疾人“两项补贴”的残疾等级、类别。巩固残疾人

脱贫攻坚成果，健全预防残疾人返贫、易贫机制、困难残疾人家庭探
访机制，开展常态化“入户访视”活动，实施精准帮扶。及时排查各类

风险隐患，防止出现冲击残疾人道德底线的事件发生。
4.促进残疾人就业行动。对照如皋市促进残疾人就业三年行动方案，以

有就业需求和就业条件的城乡未就业残疾人为主要对象，推进实施机关事业
单位带头安排残疾人就业、国有企业安排残疾人就业、民营企业安排残疾人就

业、残疾人组织助残就业、就业困难残疾人就业帮扶、农村残疾人就业帮扶、残
疾人大学生就业帮扶、盲人按摩就业促进、残疾人“学历+职业技能”提升、残

疾人就业服务提升等十大行动，稳定和扩大残疾人就业岗位。全年净增就业达522
人以上。

5.实现全类别残疾儿童康复服务标准化管理。围绕肢体（脑瘫）、智力、孤独
症、低视力及听力语言残疾儿童精准康复服务，建立通用基础标准体系、服务保障标准

体系及服务标准体系，开展各类别残疾儿童康复服务标准推广运用，完善服务标准内
容，通过残疾儿童精准康复服务标准化试点县（市、区）级验收，开展残疾儿童精准康复

服务标准化江苏省试点项目申报。
6.探索建立肢体类成人康复救助机制。走访调研全市成人康复机构运行状况，研究出台

肢体类成人康复救助实施方案。拟通过公开招标确定定点机构，为全市患病出院6个月后的
肢体障碍患者提供优质的康复救助服务，全年救助人数不少于100人。

7.不断壮大助残志愿服务组织。支持残疾人专门协会和各类助残社会组织开展活动。积极
探索如皋市“无碍·有爱”助残志愿服务项目运作的内容与模式，让助残融入社会共治。

8.加强残疾评定、残疾人证核发管理。做好残疾人证到期重评换证工作，及时核实注销已死
亡人员的残疾证，及时发现整治“假错空”残疾人证。完善残疾人证评定细则，优化评定流程，
为残疾人证评定提供方便。做好残疾人证评定前的材料收理、申报、审核等工作，把可能产生的矛
盾靠前解决。加强业务培训，把握标准条件，加强对医院评残的过程监管，确保残疾人证评定公
开、公平、公正。

9.推进“智慧残联”建设。加强残疾人口基础信息、服务状况与需求数据、业务台帐与统计等多
数据资源的管理，加强信息无障碍建设和信息系统安全防护，协调推进相关部门涉残信息的交换共
享，办好“如皋市残联”微信公众号。进一步做好如皋市残联信息中心运行管理，完善残疾儿童康复训
练、精准康复服务、残疾人辅具适配、精神障碍患者免费基本用药、居家托养服务、残疾人之家运行等
6大管理系统，提供在线申请、受理、反馈、评价等服务功能，整合利用相关服务平台、数据动态采集渠
道，实现系统互联，提升数据采集质量和智能化水平。

10.维护残疾人合法权益。完善我市残疾人法律救助工作站硬软件建设，与如皋市法律援助中心合作
建立残联法律援助工作站，将残疾人信访接待工作纳入社会矛盾纠纷调处化解中心工作内容，建立律师周
值班制度，由法律援助中心委派专职律师，为有需求的残疾人提供法律救助。认真落实领导接访下访，及
时协调化解残疾人信访突出矛盾和问题。

追梦路上，一个也不能少。市残联着力抓好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和多元化关爱服务体系建设，打造助残服务新“皋”地，踏踏实实为残疾人办好事、办实事、办成事，39083名
持证残疾人润泽着政策的雨露与阳光，感受着社会的关爱与温暖，向阳而生，循梦前行。

市残联积极探索，创新多元关爱服务体系，不断增进残疾人民生福祉。持续实施助行、助明、助听和精神病患者用药“三助一给”惠残工程。近年来，累计为残疾人
免费安装假肢146例，矫型器96例，组织定点医院为白内障患者免费实施复明手术839例，为68名听障人士免费配备助听器128台。

市残联将残疾儿童抢救性康复作为工作的重中之重，全市所有有康复需求的0-14岁残疾儿童100%纳入救助范围。近年来，共安排936人（次）孤独症、脑
瘫、智障、听力言语、视力等多类残疾儿童到各类康复机构接受训练，训练的有效率、显效率分别达到95%、78%以上。

全力保障残疾学生受教育的权利。市残联还创新实施残疾儿童康教融合工作。倡导早期干预，强化特殊儿童适应自然和社会环境的能力训练，促进
机构、学校与家庭之间的康教衔接、家教衔接，全市411名残疾儿童享受康教融合服务。如皋康教融合项目“有梯度、有精度、有深度、有温
度”，被省残联表彰为2021年度创新创优示范项目。如皋还在积极制定特殊儿童康教融合工作地方标准，努力打造特殊儿童康教融合工作

“如皋样板”。
让数据多跑路，让残疾人少跑腿。如皋市残联借助“互联网+”理念，开发残疾人辅具适配云平台，实现了残疾人辅助器具申请

“不见面审批”，适配时长缩短为申请后一周左右即可完成。
近年来，市残联累计为1640名残疾人配发辅具2245件，实现了辅具适配全覆盖，2019、2020连续两年被省残联表彰

为创新创优示范项目。在全省首家建立辅助器具免费租赁点，目前已在主城区、火车站、龙游湖景区等处建成16个辅
具免费租赁点，24小时随用随借，通借通还。在2021年中国残联举办的全国辅具博览会上，我市这一案例被专题
推介。

市残联启动残疾人托养服务，减轻残疾人家庭负担，也“托”起残疾人新生活。在日间照料方面，依
托已建成的残疾人之家服务426名残疾人；在寄宿托养方面，依托托养服务机构设立残疾人集中托养服
务点，服务失能、半失能残疾人进驻；在居家托养方面，自2021年10月开始，正式为居家托养服
务对象开展上门服务，现有服务对象400多名，截至目前，提供服务30000余次。

巩固脱贫攻坚成果，促进共同富裕，市残联多措并举，搭建各种平台，帮助残疾人解决
就业难题。市残联积极推动机关事业单位、国有企业带头按比例安排残疾人就业，推动
公益性岗位优先安置残疾人，扶持农村残疾人参与富民强村产业。回应残疾人就业期
待，有针对性地举办电子商务、盲人按摩、职业农民、实用致富技术、农村种养
技术等培训班，近几年来，共培训残疾人918人（次）。

在此基础上，市残联还着力提升培训层次，开展集职业教育、实用技
术、管理技能等为一体的融合培训。学历技能同提升、就业创业共促
进，仅2022年就有426名残疾人借助“双升工程”实现就业创业。

聚焦残疾人切身利益，如皋残联对残疾评定实行社会化管
理，对行动不便者上门评残，残疾证跨省通办。为构建社会化
维权格局，如皋残联成立了市级残疾人法律救助工作站，让
残疾人申诉有地，解难有方；推进重度残疾人家庭无障碍
改造工作，累计改造1300多户；开展形式多样的文体
活动，丰富残疾人精神文化生活；积极开展“无碍·
有爱”助残志愿活动，营造全社会关心、扶残、
助残的良好氛围。

悠悠龙游水，绵绵助残情。如今的皋城
大地，扶残助残已经形成一种长效机制，
内化为一种自觉行动，赓续为一种光荣
传统，升华为一种服务理念，兑现为
一种现实幸福。市残联将聚焦创新服
务，优化工作举措，不断满足广大
残疾人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推动
残疾人事业高质量发展再上新
台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