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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场招聘会、技能培训、开发公益性岗
位……近年来，市残联围绕残疾人多样化、
多层次需求，抓重点、克难点，不断完善长
效机制，多维度开辟创业路径，多方位拓宽
就业渠道，托起残疾人“稳稳的幸福”。

搭建平台 铺就残疾人“幸福路”

“感谢残联为我们残疾人搭建了这么好
的平台，让我们通过自己的双手实现就
业。”近日，在吴窑镇“德馨残疾人之家”
辅助性就业车间内，残疾员工缪师傅正专心
地做手工活，动作十分娴熟。因为小儿麻痹
症腿脚行动不便，他一直找不到合适的工
作。在市残联的帮助下，他在“家门口”实
现了就业。

近年来，市残联不断通过落实政策、优
化培训、挖掘岗位、扶持创业，全方位织密
织牢残疾人就业服务网，为残疾人就业“架
桥铺路”。

如皋市伊斯佩尔工艺品公司雇用了10
名残疾职工，积极组织技术培训，并根据他
们的身体状况提供合适的工作岗位，不少残
疾职工还实现了从“劳动力”到“生产骨
干”的转变，在车间从事缝纫机操作工作的

“80后”员工小马就是其中之一。“这里待
遇很好，离家也很近。”小马说，自己经过
技能培训，很快就进入了工作状态，“只要
有好的平台，我们其实很有能力。”

培训赋能 托起残疾人“就业梦”

“之前我在抖音分享了很多视频都没有
流量，老师一分析我就知道原因了，这次培
训很实用。”近日，参加电商直播培训班的
残疾人小夏感慨地说，作为“00后”，未来
还得靠自己，希望能学有一技之长，搭上

“电商”直通车，更好就业或创业。
培训班上，江海高级技工学校电商直播

专家用通俗易懂的语言从抖音开店、后台规

则、短视频拍摄等方面进行深入浅出的讲
解，并手把手教授学员如何拍摄视频、如何
剪辑，不少学员直呼干货满满。

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市残联在为残
疾人“输血”的同时，更是通过形式多样的
技能培训，提升残疾人就业创业能力，不断
增强“造血”功能，实现残疾人更高质量就
业。今年以来，全市共举办各类培训班10
期，培训残疾人185人。

此外，市残联还通过与企业对接，在
“先培训后推荐就业”的基础上，开始推进
“订单式”培训。培训结业时，经市残联考
核合格后，合格者将被推荐给企业，实现稳
定就业。

多措并举 点亮残疾人“新生活”

“多亏了残联的帮助，不仅让我学习到
了按摩技术，还鼓励我创业，要不然我恐怕
还在靠政府救济生活呢。”近日，盲人按摩

师老潘在自己的按摩店里，谈到创业初衷时
很是感慨。

开展残疾人“一对一”就业创业帮扶指
导，组织482人参加实用技术培训；每年至
少举办5场残疾人就业招聘会，390名残疾
人与用人单位达成就业意向；按比例安排残
疾人就业年审474家单位，安排就业1300
多人；建立残疾人网络就业基地，辐射和带
动30多名残疾人就业；积极探索残疾人辅
助性就业模式，帮助600多名残疾人实现辅
助性就业……近年来，市残联通过各项举
措，推动形成理解、关心、支持残疾人就业
创业的良好社会环境。

“今后我们将继续推进按比例安排就业、
自主创业和集中安置就业等多种就业形态，
有效保障残疾人的合法权益。”市残联党组书
记、理事长吴来平说，不论哪种途径，只要残
疾人有需求，残联都会提供“量体裁衣”式服
务，助力残疾人共享美好生活。

□融媒体记者吴青青 通讯员张鹏

“架桥铺路”助上岗 “授人以渔”教技术

我市助力残疾人走稳“幸福就业路”

近日，白蒲镇开展“老少
共读 同沐书香”活动，通过
好书推荐、阅读分享、美文诵
读等形式，让老少两代人共读
一本书，交流思想、体会感
悟。接下来，白蒲镇将继续用
好农家书屋主阵地，为乡村振
兴赋能添劲。

□通 讯 员娄宇婧
融媒体记者周 玲

老少共读 同沐书香

为进一步丰富社区未成年人假期生活，促进
未成年人综合素质全面提升，近日，城北街道镇
南社区联合太平社区共同开展了“City书屋 阅
享一夏”七彩的夏日系列活动。通过开展亲子共
读、书中寻夏、句海拾贝、柒指书香等活动，既
激发了孩子们的阅读兴趣，又增进孩子们对非遗
文化的了解与认知。 □通讯员吴丽霞

沉浸非遗体验
欢度七彩夏日

7月31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公
布最新一批新职业，新增了生物工程技
术人员等19个新职业和汽配销售经理
人等28个新工种信息。

江苏省2024年普通高校招生普通
类专科批次录取全面开始。7月31日，
完成了普通类专科批次平行志愿的投
档。普通类专科批次计划共8.6万人，
从投档结果看，考生填报志愿的有效性
较高，办学实力较强的院校生源充足。
省内高职与普通本科分段培养项目生源
充足，相关院校专业组投档分数线普遍
较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