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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年来
我们生活在静安，收获在静安

———静安区残疾人及残疾人工作者畅谈他们眼中的大发展

吴建寅
全国自强模范，上海市聋人协会副
主席，静安区聋人协会主席

今年是新中国 70 周年华诞，
几十年来，我个人以及我所生活的

静安区都发生着巨大的变化。我和
残疾人伙伴们的成长，是上海市残

疾人事业和静安区残疾人事业跨
越式发展的缩影。新静安区“撤二

建一”已有 5年，作为区聋人协会

主席，我的感触尤其深。几年来，随
着群团改革工作的展开，我们的聋

人协会也面临着加强基层组织建
设、转型发展的需求。我们结合原

闸北和静安两区各自的优势，月月
都有活动及培训，做得有声有色，

目前下属队伍已发展到 5支。
社会发展了，聋人的精神面貌也

越来越积极向上。我们聋协的为民服
务队迄今已坚持 11年开展理发等公

益服务，服务人数约 1万人次。虽然
聋人也是需要帮助的群体，然而，感

恩社会、践行雷锋精神却也是我们的
责任和担当，生活、工作在静安的我

们，理当为静安的发展添砖加瓦。

惠舜基
上海市优秀志愿者

退休后，我成为一名服务残疾
人的残疾人志愿者，推动共和新路

街道成立残疾人读书会。读书会发
展很快，最初只有七八个人，现在已

有 43个固定成员，2012年还被评
为“上海市十佳读书会”。参加读书

活动的残疾人变化很大，踊跃参加

各种文体活动，朝气蓬勃积极回报
社会。最近，我们读书会又在开展以

喜迎新中国成立 70周年为主题的
各类征文活动，在学习和创作中，我

们的获得感愈发强烈，感觉到生活
在新静安是一件特别幸福的事。

殷红娥
静安区聋协为民服务队先进志愿者

2016年，我成为临汾街道的

一名助残员，同时还加入了静安

区聋协为民服务队，每月两三次
到街道社区和养老院为老人集中

理发。每次为老人服务时，我都会
特别留意和小心，尽可能地慢一

点、轻一点，趁间隙还要跟他们多
聊聊天，当他们脸上露出笑容的

时候，我也特别有成就感。关注弱

势群体，关爱残疾人士，为静安区
残疾人事业发展贡献力量，这是

我们静安区聋协为民服务队的初
心，能在其中尽到自己的绵薄之

力，这就是我这几年来的最大收
获。

金春麒
静安区肢残人协会副主席

1985年，我从一名健全人变为
了“残废人”，当时周围人都会用异样

的眼光来看待我；后来，“残废人”听
不到了，我们被称为“残疾人”，现在

又被成为“残障人”，这一字之差体现
出社会文明的不断进步和发展。

2004年我成为一名残疾人工

作者，更加感受到残疾人事业的
蓬勃发展。新静安成立五年来，我

们结合原闸北和静安两区各自的
优势，让有手艺、有爱心和有奉献

精神的残疾人参加为民服务队，
无论刮风下雨每月都坚持到社区

开展公益为民服务，服务人数约
2 万人次。虽然我们肢残

人也是需要帮助的群体，

但也要感恩和回报社会，
为静安的发展做贡献。

吴荣
上海市盲人按摩师技能标
兵，优秀残疾人运动员

我从小就爱好体育运
动，所以在因病失明后参

加了上海盲人门球队，先

后参加过三届上海市残疾人运动
会，共获五金两银三铜。

2007年，我在区残联关心指
导下，开办了悦心盲人保健按摩中

心，现已吸纳近 20名视力残疾人
就业。我衷心感谢所有对我和残疾

人事业关心支持的社会各界，也努

力回报社会。作为静安区盲人为民
服务队的一名成员，在各类为民服

务活动中，我都带领员工积极参
加。我还主动为社区孤老等发放按

摩券，长期为需要帮助的社区困难
病人服务。

我还要更加努力，梦想着五彩
缤纷的世界，梦想着光明的未来，

为了这些更加奋斗！

陈博宇
静安区聋人足球队队员

上世纪 80年代末，读书时去闸
北公园春游，在草地踢球玩得很开

心。可是，当时条件不允许我们开展

正式的足球比赛，只能羡慕同龄
人。

时间飞逝，近 40年来，我们见
证了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和静安

区的飞速变化！新静安十分重视残
疾人事业，我终于盼来了成立静安

聋人足球队的喜讯。走上绿茵场的

那一刻，我的心情激动得简直与当
年考上大学的心情一模一样！更没

想到的是，我们静安聋人很快就获
得了冠军！

这是祖国富强的成果，是我们
残疾人群体社会地位不断提高的印

证。怀着感恩之心，我想感谢这一路
走来一直支持和鼓励我们的静安残

联，也想感谢社会爱心人士的帮助，
我想大声地喊出：“祖国万岁！”

张爱琴
上海益康残疾人关爱服务中心董事长

2014年，在静安区残联支持
和鼓励下，本人自筹资金成立静安

区益康残疾人关爱服务中心。我边

干边学，建立了静安区残疾人文化

活动基地。
五年多来，在静安区残联的关

心指导和我们团队全体成员的共
同努力下，培养出 10支具特色的

静安区残疾人文艺团队，惠及残疾
人朋友逾 5000人次。他们到各个

街镇的“阳光基地”和敬老院慰问

演出，走进大学与校园团队互动演
出，还多次参加市、区主办的各种

公益活动和各类文艺比赛，其中一
些节目还在全市比赛中获得优异

成绩。
残疾人事业需要社会各界的

共同参与，为残疾人事业奉献是我
孜孜不倦的追求！

    坐轮椅的肢体残疾人出门有坡道，失聪的

听力残疾人看电视有手语翻译，失明的视力残

疾人看电影有讲解⋯⋯上海全面推进无障碍

建设已造福了各类残疾人。在静安区，正积极
通过残疾人家庭无障碍改造、老旧小区无障碍

坡道改造和信息交流无障碍环境营造，三大层
级全方位打造覆盖全区各类残疾人群的无障

碍服务体系，同时，引领示范营造全社会的无
障碍环境，实现全人群的无障碍服务。

目前，静安区持证残疾人中，肢体残疾人

占比最高，约为 45.2%。各类新增残疾人群中，
肢体残疾人数增长也是最多的，且老年残疾人

持续增加。静安区残联在大调研中发现，肢体
残疾人对家庭无障碍改造的需求尤为迫切。

新静安区完成“撤二建一”以来，已经持续三

年将家庭无障碍改造项目继续纳入静安区政府
实事项目，“十三五”期间“对有需求、符合条件的

残疾人住房分批实施无障碍改造 1500户”的目
标已经超额提前完成。在家庭无障碍改造中，静

安区结合本区实际情况，不仅力度大、数量多，且
覆盖面广、个性化程度高，在确保基本型改造的

同时，针对情况特殊的残疾人实施提高型改造。

61岁的老韩自幼身患小儿麻痹症，性格要
强的他一直不愿麻烦周围人，在临汾路街道残

联工作人员的再三动员下，他才在 2018年初
提出了家庭无障碍改造申请。去年 9月底，老

韩家改造完成后，不仅厨房和卫生间的整体面

貌焕然一新，简陋的水槽、灶台都变成了一体
化橱柜，还安装了相应的无障碍设施。更令人

欣喜的是，不仅老韩家里大变样了，为了让他
能多出门参加各类活动，融入社区生活，结合

老旧小区无障碍坡道的建设工作，静安区残联
还在他家门口改建了一条标准的轮椅坡道。看

到里里外外的变化，老韩十分高兴，夸赞无障

碍改造项目就是静安残疾人的“梦想改造家”，
逢人就说“以前是‘活着’，现在才是‘生活’”。

为了让更多像老韩一样的残疾人以及行动
不便的老年人共享社区发展成果，区残联结合大

调研中发现的老旧小区无障碍坡道建设不足问

题，主动跨前一步，会同区建管委、区房管局联合
制定印发《2018年静安区各街道（镇）公共无障碍

设施及老旧小区无障碍坡道改造实施方案》。
这一方案结合“美丽家园”与“美丽城区”

建设，对老旧小区的多层居民楼开展无障碍坡
道建设试点工作。2018年，首先在老旧小区多

层居民楼较为集中的临汾路街道和彭浦镇试

点，已建成无障碍坡道 100条，深受居民欢迎。
在此基础上，区残联又会同相关部门和街镇，

积极推进“三阳机构”、社区事务受理服务中
心、党员服务中新、老年服务中心等公共服务

机构的无障碍建设工作，让生活在静安的残疾

人出行更加便捷，生活更加舒心。
同时，静安区残联还从 2018年 5月起，在

静安区有线台每周六、周日上午的“静安一周
要闻”栏目中复播手语新闻，并于每月最后一

周的周四下午，在沪北电影院（大宁 CGV）播放
无障碍电影，方便听力残疾人和盲人在荧幕上

了解天下事，对上海的飞速发展有更加切身的

感受。无障碍环境的三大层级建设，帮助残疾
人更好地融入社会，更好地感受发展成果，也

让他们有了更多的机会和条件展示自我，把全
社会的温暖关爱无障碍地传递到残疾人心中。

三大层级打造静安无障碍服务体系，引领示范营造全社会无障碍环境
生活环境无障碍，关爱传递无障碍

    2017年和 2018年分别超额完成静安区政

府实事项目“为全区 500户有需求的残疾人家
庭实施无障碍改造”及“为全区 600户有需求

且符合条件的残疾人家庭实施无障碍改造”；
2017年，超额完成“在公建养老机构设置

残疾人康复养护床位”任务；
2017年，提前超额完成“为 300户有需求

的重度视力残疾人家庭安装洁便器”静安区政

府实事项目；
“十三五”期间，“对有需求、符合条件的残

疾人住房分批实施无障碍改造 1500户”的任
务以及“在公建养老机构设置残疾人康复养护

床位 180张”任务均提前超额完成；
建立上海中心城区首家“上海市残疾人养

护基地”；
在全市率先建立“残疾人专项临时救助制度”；

成立全市唯一一个由残疾人专门协会注
册的社团组织，通过造血机制探索残疾人自我

服务、自我管理新模式。
2015年“新静安”宣布成立。2016年 3月，

“撤二建一”工作完成，“新静安”横空出世。
2016年 9月，静安区残疾人联合会第一次代表

大会圆满召开。短短几年间，新静安残疾人事
业的喜讯接二连三。

一桩桩成果的背后，是一张张残疾人的笑
脸，是一个个幸福的家庭，也是一个个残疾人

工作者辛劳付出的汗水结晶。过去几年中，静
安区残疾人事业以三大创新引领全面发展，聚

焦精准服务，深化群团改革，突出制度供给，推
动实现残疾人事业全面发展。

2.0版“四位一体”福利保障体系
牢牢托起残疾人圆梦静安

要做好残疾人工作，首先要了解残疾人最
迫切的需要。静安区残疾人工作者深入走访，

广泛开展大调研，真切了解全区残疾人和残疾

人家庭的所思所想、所急所愁。
在“国际静安、圆梦福地”，静安区近 3.8万

名残疾人的生活状况虽然普遍较有保障，然
而，在圆梦静安的道路上，仍需要持续推进保

障体系建设。2017年，在“社会救助、社会保险、
社会福利、慈善事业”四位一体的适度普惠型

残疾人福利保障体系基础上，静安区进一步构

建 2.0版的“四位一体”残疾人福利保障体系。
2.0版“四位一体”体系的最显著变化就是

将社会保险纳入社会福利中，新增“就业培训”
内容，进一步通过增加就业岗位、提升就业层

次，实现民生之本，着力提高残疾人自身造血
功能，逐步提升残疾人的生活质量。

依托坐拥南京西路商圈等核心 CBD这一
资源禀赋，静安区积极探索残疾人就业新渠

道，深挖潜力，用足优势，自去年起与北京外企
人力资源服务有限公司合作开展“帮扶残疾人

就业项目”，安排 168名残疾人就业，为应届毕
业残疾人大学生提供就业帮扶与跟踪指导服

务，开办各类培训班 34个。2018年，静安区残
疾人登记失业率大幅下降 7成，凸显静安区在

就业这一重点、难点工作上敢啃“硬骨头”的决
心和魄力。近日，静安区残联又与北京外企续

签了三年的合作协议，将把残疾人输送到更多
名牌企业中，让企业与残疾人获得双赢。

同时，静安区广泛开展普及型与专业型相
结合的技能培训。居家增收型非遗竹编技艺培训

已开设四期，涌现出一批以全国残疾人技能大赛
银奖获得者徐翠艳为代表的优秀学员。2018年，

静安区在彭浦镇成立残疾人技能实训基地，依托
社会组织，深入开展更加精细化、定制化的咖啡

及西点培训，培育就业创业的“圆梦”种子，也让

广大静安残疾人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在增强残疾人自我“造血”能力的同时，静

安区高度重视用制度建设来托起残疾人的基
本保障，让残疾人生活在静安，无忧在静安。

2017年，静安区在全市率先出台“残疾人专

项临时救助制度”，为残疾人解决一些临时性突

发性困难，迄今已开展临时救助累计 5962人
次，发放帮困金累计 457.37万元。这一制度与以

往的扶贫帮困模式相比，更注重顶层设计，明晰
救助流程和权力约束，对于金额较高的补贴个

例，要求由议事机构和评估小组“一事一议”，科
学决策，集体打分，格外强调公正性和合理性。目

前，“残疾人专项临时救助制度”已在静安区以外

复制推广，将为更多残疾人带来更多福音。
在按照全市要求继续落实好残疾人“两项

补贴”政策和“交通补贴”政策的同时，静安区
率先通过市场化与公益性相结合的方法，为全

区持证残疾人购买意外健康保险和残疾人家
庭财产综合保险。

在 2.0版“四位一体”残疾人福利保障体系
中，静安区的残疾人慈善事业也具有鲜明特

色。在上海市残疾人福利基金会各区级办事处
中，静安区是其中唯一开展实体化运作的一

个，配有专职秘书长，不仅接受社会捐赠，还积
极依托区残联和市残疾人福利基金会，开展社

会组织参与助残服务项目工作，成为残疾人
“文化进社区”等多项工作的有益补充，积极开

展针对残疾人的“白内障复明”、残疾儿童助
学、高位截瘫残疾人康复、欧莱雅“自闭症儿

童”专项资金定向扶持等多个项目。
静安区还积极支持培育社会公益组织的

发展、成长，以上海聚善助残公益发展中心为
代表的善淘品牌，除在网上开设在线慈善超市

以外，还在全市开设 10余家慈善超市品牌店，
年义卖金额逾 500万元。

深入实施精准康复服务
中心城区首建

“上海市残疾人康复养护基地”

早在 2014 年，静安区就在全市率先提出

了在公建养老机构设置残疾人康复养护床位

的设想，鼓励和引导养老机构在残疾人康复养
护服务领域发挥积极作用，逐步形成适合残疾

人的医养结合的康复养护模式，并结合区情实
际，试点组织实施。2017年 5月，上海中心城区

首家“上海市残疾人养护基地”在静安区恒裕
曹家渡老年福利院揭牌。截至 2018年底，静安

区已先后在恒裕曹家渡老年福利院、乐宁老年

福利院及和养临汾养护院设置残疾人康复养
护床位 188 张，提前超额完成“十三五”期间

“在公建养老机构设置残疾人康复养护床位
180张”的任务。

在着力抓好残疾人养老床位硬件设置的
同时，静安区跨前一步，积极思考残疾人入住

养老机构的规范化建设，对残疾人入住养护
养老机构的准入条件、服务内容、服务标准，

补贴标准、监督考核办法等制定明细标准，从
制度入手，确保这项工作能够健康持续发展，

为全市残疾人入住养护养老机构积累可用的
经验。

加强基层组织建设深化群团改革
自我造血精准服务残疾人

2019 年是中国残联确定的“残联改革
年”，全国各级残联正着力加强基层残疾人

组织建设，不断提升基层残联残疾人服务能
力水平，挖掘残疾人的潜能，发挥残疾人在

残疾人事业中的主体作用。令人欣慰的是，
新静安成立后，在原静安区和原闸北区开展

加强基层残疾人组织建设、探索残疾人专门

协会法人化自治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升基层
残疾人组织服务残疾人的能力和自身造血

的能力，推动专门协会更专业、更精准地为
全区残疾人乃至全市残疾人服务，为全市的

残疾人基层组织建设提供了一个可资借鉴
的案例。

静安区肢残人协会主席王森介绍说，静安

区肢体残疾人协会是全市各残疾人协会中唯
一一个社会团体，由协会主席担任社团的法定

代表人，协会委员担任专职秘书长，并聘请专
业社工开展助残服务。

社团成立伊始，摸着石头过河，在静安
区残联和上海市肢协的指导下，充分利用

法人自治的灵活性，积极探索工作机制创

新。工作人员结伴调研走访残疾人家庭，了
解以往残疾人服务中的短板和“痛点”，实

现资源、服务与需求的精准对接。通过精准
立项，开展“中途之家”脊髓伤友关爱项

目、三年行动计划“阳光读书会”等项目，
丰富残疾人的文化生活，还积极吸纳社会

资源，提供家政援助、亲子活动、助学活
动、心理咨询和心理减压等个性化的特色

服务。
更重要的是，社团积极调动广大肢残人

的积极性，培养出数 10 名骨干，承接全区和
全市性的各类助残服务项目，其中 2018年承

接 11个助残项目，总规模达到 100万元，服

务逾 4000人次。2017年 10月，静安区肢残

人协会获评社会组织 3A 等级资质，残疾人
的满意和专家的认可就像一面镜子，折射出

静安区在基层组织建设方面所取得的可喜成
果。

在静安区，转变工作思路和工作方法，从
“等靠要”变为“自治奉献”“自治共享”的基层

残疾人组织还有不少。除了肢残人协会，聋协

的“自治共享”也是开展得有声有色。静安区盲
人、肢残人和聋人中的三支为民服务队伍更是

静安区志愿服务的一块招牌。
静安残疾人积极参与公益，积极回报社

会，打破在残疾人内部的“自循环”，实现与社
会的交往、融合，真正做到了残健融合，拉起手

来同奔小康，彰显出“国际静安”的海纳百川与
追求卓越，也展现出静安残疾人事业蓬勃发展

的喜人成果。
新静安五年征程，残疾人事业再迎大发

展。新时代赋予新使命，新要求强化新担当。静
安近 3.8万名残疾人正以崭新的精神面貌阔步

迈进新时代！

新静安五年回眸喜看累累硕果
三大创新引领残疾人事业迈进新时代

2015 年，上海市政府宣布原静安区和原闸
北区“撤二建一”，“新静安”呱呱落地。五年光
阴如梭，在岁月中留下深深印痕。如果拿人的
一生来比喻，0-5 岁恰是最朝气蓬勃、日新月
异的时光。从蹒跚学步牙牙学语，到脱去稚气
初露头角，每一天，都给人惊喜。

新静安的第一个五年，是满怀收获的五
年。在新静安生活工作着的残疾人们，迎来最
具获得感的五年。回眸过往，喜看累累硕果，新
静安残疾人事业以三大创新引领全面发展，聚
焦精准服务，深化群团改革，突出制度供给，推
动实现残疾人的全面发展。

2019 年，新的征程已经开启，静安残疾人
与全社会一道，昂首阔步，迈进社会主义新时
代。

2017年 5月 19日中心城区首个 “上海市

残疾人养护基地”在静安揭牌

2018年 12月，静安区残联举行迎新春文艺展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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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 9月，中俄轮椅击剑国际友谊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