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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建设篇：
残疾人组织对密切联系本地区残疾人，反映残疾人意

见和需求，维护残疾人合法权益有重要意义。过去5年，我
县积极推进组织建设，强化残工委职责，充分发挥协调决
策作用，完善工作机制，加强合作。残联自身建设和乡镇残
联队伍不断加强，被确定为全国基层残疾人组织建设达标
县。还建立起三门残联网，及时迅捷传递政策，反映残疾人
的意愿。

数字组织：过去 5年，我县在 486个行政村建立起村
级残协，选聘450名村级残疾人服务员，建立 70个村级残
疾人示范协会。并对全县残疾人进行了摸底调研，为6846
名持证残疾人进行实名制入户调查，从而为残疾人各项工
作提供了坚实的保障。

序 言

一缕阳光，便带来一缕温暖。一个社会是否健康，是否

和谐，对弱势群体的关注程度就是最好的检验。我们不难

发现，过去的5年，我县残疾人工作始终充满着阳光，他

们得到的不只是物质上的温暖，还有精神上的关怀。

过去的5年，我县从保障和改善残疾人最直接、最关

心、最迫切的基本生活、基本服务需求起步，不遗余力地促

进残疾人事业发展，改善残疾人状况，推动残疾人事业。不

妨这样说，过去的5年，是我县残疾人事业成绩最辉煌的

5年，也是残疾人受惠最多的5年。如今，让我们重新走进

那一个个精彩的瞬间，一个个难忘的回忆。

康复服务篇：
康复是残疾人回归社会的第一步，也是社会对残疾人

事业的最好支撑。过去5年，我县在全县各乡镇卫生院设
立康复站，成立残疾人康复服务小组，确定全科医生为康
复员，并配齐训练器材，让残疾人得到系统康复训练。建造
县康复中心大楼，于今年投入使用，为脑瘫儿童提供引导
式教育、为成人提供肢体康复，从而填补了我县无康复机
构的空白。同时，积极推动白内障患者实施复明手术，做到
发现一例，免费手术一例，顺利通过全国白内障无障碍县
创建验收。

数字康复：5年来，我县共投入康复经费 650万元，使
3600多名残疾人得到不同程度康复。为1546名白内障患
者实施复明手术、38名低视力患者免费佩戴助视器、360
名耳聋患者免费赠送助听器、1085名残疾人发放轮椅车、
拐杖、助行器等辅助器材，并免费安装假肢 99例，完成脑
瘫儿童康复训练 15例、聋儿语训 42例、弱智儿童训练 35
例、肢体康复训练47例和精神病免费服药526人。

培训就业篇：
让残疾人更有尊严地活着，救助是一方面，但最重要

的是给他们一个自力更生机会，让他们做力所能及的工
作，从而改变命运。过去5年，我县通过出台政策、落实措
施、积极扶持残疾人从事种养业，免费送种苗，变输血为造
血。以“浙江东南橡胶机带有限公司”和“中立汽车用品有
限公司”为依托，建立残疾人工疗站———残疾人阳光家园，
有效破解精神、智力残疾人就业难题。通过严格落实分散
比例就业、集中就业政策，创建扶贫基地，安置残疾人就
业，取得丰硕成果。

数字就业：过去5年，在本县分散按比例就业残疾人
197人，配合民政部门安排残疾人集中就业 366人，向县
外输送残疾人就业158人。通过阳光家园共安置精神、智
力残疾人52名。加大扶贫基地建设力度，创建1个省级扶
贫基地，4个市级基地，安置残疾人就业 72人，辐射残疾人
家庭农户脱贫561户。对残疾人创业进行贷款贴息补助，共
发放贴息贷款补助资金156万元。还投入 170万元用于残
疾人从事种养业。而先后进行培训的残疾人达到1126人。

社会保障篇：
残疾人最基本的社会需求主要有两个：一是就业，二是社会

保障。过去5年，我县积极实施重度残疾人基本生活保障工程，不
以残疾人家庭平均收入为标准，而是重新制定标准，将重度残疾
人本人年收入在低保标准150%以内的对象全部纳入基本生活保
障。同时，全县对重度残疾人和低保残疾人参加城乡居民合作医
疗保险给予全额补助，并在今年扩大范围，对所有持证残疾人给
予社会养老保险全额补助，从而把残疾人保障纳入到整个社会保
障体系。对重度残疾人实行安养护理，因地制宜地制定出安养护
理质量评估考核办法，得到省领导高度肯定，在全省进行推广。

数字保障：全县有1029名重度残疾人列入基本生活保障对
象，每季度都能准时领取生活保障金。重度残疾人和低保残疾人
参加城乡居民合作医疗保险，自负部分由财政全额补助。参加城
乡居民养老保险个人缴费部分，按最低缴费标准给予全额补贴。
今年，全县超过4800名持证残疾人，参加养老保险均给予每人每
年100元补助，享受补助最高年限为15年。先后建成5个集中托
养中心，发放集中托养补助金186万元，使64名生活不能自理的
重度残疾人得到集中托养。285名生活不能自理但有家人照顾的
重度残疾人实行在家安养，发放补贴358万元。

安居工程篇：
家是温暖的港湾，是每个人归宿所在，但很多残疾人

却只能心里藏着一个“住房梦”，为了让残疾人有房可居，
有居可安。过去 5年，我县积极推动农村残疾人旧房改
造，给予财政补助，大力破解这个难题，并被省残联评为
安居工程先进单位。

数字安居：过去 5年，我县完成农村残疾人旧危房改
造 279户，在财政补助基础上，对困难残疾人给予每户
4000至5000元的补助。

扶残助残篇：
通过推出“特色牌”，把扶残助残渗透到康复、就业、就医等各

领域，为广大残疾人撑起一片蓝天。过去5年，县委、县政府把残
疾人工作纳入整体规划和目标考核之中，给予财政预算的保障，
并出台了《中共三门县委、三门县政府关于加快推进残疾人事业
发展的实施意见》、《三门县人民政府关于实施残疾人共享小康工
程的意见》等一系列重要措施，为我县残疾人事业发展提供政策
保障。

数字扶残：过去5年，我县成功创建市级爱心乡镇 3个，今年
又有3个乡镇争创市级爱心乡镇。扶残结对在全县全面铺开，各
级党员干部共结对帮扶残疾人 747户，无偿援助资金和物资共
150万元，帮助1000余名贫困残疾人脱困。

特殊教育篇：
他们是特殊群体，有的无法看到这个多彩的世界，有的无法

信步这个美丽的世界，但他们与所有人一样，都享有接受教育的
权利。过去5年，我县着力推进残疾人教育事业，与教育部门合作
建立起特殊教育学校，解决了智残儿童、少年入学年问题。积极落
实残疾儿童助学资金，通过随班就读，送教上门等方式，解决他们
就学难问题，同时为困难残疾人家庭提供助学救助，让孩子们安
心在大学读书。

数字教育：过去5年，特殊教育学校免费为 40多名智残儿
童、少年提供就学场地。共落实残疾儿童助学资金65万元，帮助
320名残疾儿童顺利入学，今年残疾人适龄入学儿童入学率达到
100%。对考入大专院校的 176名贫困残疾学生和特困残疾人家
庭子女，发放助学救助，总资金达到31.4万元。

文体活动篇：
残疾人文体工作是残疾人事业重要组成部分。文体活动让残

疾人领略了生活的多彩，增强了他们勇往直前的信心。过去5年，
我县在每年的全国助残日、聋人节和国际残疾人日等重大节日
中，举办一系列主题宣传活动，营造出关爱残疾人事业发展的良
好氛围。并拨出专款丰富残疾人的文体生活，在今年10月举行的
全国聋人田径运动会上，我县运动员林佳颖取得两金一铜的佳
绩。

数字文体：过去5年，我县城区街道、公共场所等城市重要功
能区无障碍设施建设和改造不断推进，坡道得到改造、盲道给予
设置，并投入30余万元为135户残疾人家庭进行无障碍改造，使
他们逐步走出家庭、融入社会。

林佳颖在全国聋人田径运动会参加比赛。

县残联理事长梅表翔免费发放助听器。

残疾人在康复中心进行康复训练。

在阳光家园，残疾人自食其力。

一路阳光一路有你
———过去五年我县残疾人事业发展回眸

◆本报记者 郑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