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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极不平凡的一年，也是残疾人事业发展进程中极不平凡的一年。 在祖国面貌日新月异、残疾人小康进
程不断推进的 2019年，静安区残疾人事业也取得了长足发展，荣获多项国家级荣誉，圆满完成静安区政府实事工程和重点工作。 静安残疾人
收获满满，幸福满满。

2020年，“十三五”即将收官，“十四五”蓝图正徐徐展开。 站在这一历史时刻，静安残疾人及残疾人工作者将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继续迎
难而上，攻坚克难，着力补短板、强弱项、激活力、抓落实，增进残疾人的福祉，攀登新的高峰！

2019 静安残疾人事业发展硕果累累
2020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再攀新高峰

    喜悦的泪水，激动的泪水，从一张张

面庞上滑落。当主持人宣布静安区残疾
人艺术团合唱队荣获上海市民文化节市

民合唱大赛老年组前 10 名和最佳风采
奖的那一刹那，已过知天命之年的队员

们，在后台喜极而泣。奖杯，是对他们一
路付出的最好褒奖；泪水，是对内心酸甜

苦辣的最好洗礼。回顾成立至今的 15年

时光，眼前闪现出一幅幅画面，残疾人队
员和指导老师百感交集，满怀收获。

合唱队常任指挥是上海师范大学音
乐学院的黄斐老师。2004年成立之初，队

员们都没有经验，黄斐不仅要逐字逐句
地示范，更要根据每个队员的身体特点，

因人而异地指导演唱技巧。最近，他们还
学习了英语、德语、意大利语等外文歌

曲，表演越来越国际范了。
练习合唱是一件辛苦的事，但大家

都很坚持，因为，这是他们的爱好，也是
有益身心的艺术疗愈，更是他们对实现

人生价值的追求。合唱队里有一组四重
唱的姐妹花，为了精益求精，她们经常约

着加练。在静安雕塑公园门口的空地上，
人们经常会看到四辆残疾人代步车一字

排开，四位年约 6旬的残疾人坐在车上，

毫不在意路人的目光，沉浸在音乐的世

界里。黄斐感动地说，在他接触过的各种
合唱队伍中，静安区的这支残疾人合唱

队有着比普通人更执着的追求。
静安区残疾人艺术团去过全世界不

少地方，很多著名的音乐厅都留下了他们
的歌声，其中不乏纽约卡内基音乐厅、旧

金山圣何塞音乐厅、澳门音乐厅等。不久

前的 2019年 11月，他们又先后在奥地利
和匈牙利演出。2019年，他们还在静安各

社区进行了巡演。所有表演中，最令大家
难忘的是 2010年“世博合唱节”。当全场

两万名观众在主持人号召下起立为他们
鼓掌，台上的大家当场泪奔。观众的期盼

既是肯定，也是鞭策，队员们说，他们会继
续加油，把歌声和微笑带给更多人。

拆除“三堵墙”实现残健融合，阳光家园成为大家的温馨家园

把歌声与微笑带给更多人
静安残疾人唱出特殊风采

发挥残疾人在残疾人事业中的主体作用
让城市更有温度

2019 年，静安残疾人和残疾人工作

者拿奖拿到手软。就在 12 月 29 日，静安
区残联兼职副理事长、静安肢残人协会主

席王森继此前获得 2019 年度“全国岗位
学雷锋标兵”称号后，又从北京捧回“2019

年度中国残疾人事业新闻人物特别提名”
称号，为静安区新一年的残疾人事业开了

一个承上启下的好头。

王森很谦虚，他说自己能得奖，都是
因为小伙伴们给力。王森的小伙伴们都是

谁呢？正是 2018 年获得“上海市残疾人之
家”称号的静安肢残人协会，以及获得“上

海市五四奖章”的上海市城市规划设计研
究院规划师志愿者服务团队。

车祸致残的王森大学毕业后，经静安
残联推荐到上海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

工作，又加入了区肢残人协会，为残疾人
伙伴服务。跟着前辈们边学边做，他很快

成长为在本职岗位和协会工作中都能独
当一面的能手。特别是在协

会工作中动了许多脑筋，

在协会传统职能的基础上，又注入了“积

极调动社会资源”和“探索法人化自治”的
新活力。

2014 年，静安区肢残人协会注册为
社会团体，2017 年，获评社会组织 3A等

级资质，更专业、精准地为全区各类残疾
人乃至全市残疾人服务。这一探索与中国

残联确定 2019 年为“残联改革年”，着力

加强基层残疾人组织建设，不断挖掘残疾
人的潜能，发挥残疾人在残疾人事业中的

主体作用的精神不谋而合。近两年，静安
区肢残人协会每年都会承接全市各类项

目约 10个，服务数千人次。它已经不仅是
助残社团，更是一个服务全社会的公益平

台，让残疾人也能为社会发光发热。
同时，王森还结合自己的工作，与规

划院志愿者服务团队创立“与你同行”公
益助残项目，在走访残疾人、开展各类助

残活动的同时，更着力在城市规划层面加
强导入无障碍理念，把我们的城市设计得

更有温度。

静安区石门二路阳光家园 2019年获评全国“残疾人之家”

▲国家一级指挥曹鹏 2019 年 5 月

获“全国助残先进个人”荣誉称号

▲世界特奥会主席蒂姆·施莱佛参观静安区石门二路阳光家园

▲静安区残疾人艺术团 2019年 11月参

加第七届上海合唱节展演

▲静安残疾人黄纯稷 2019年 8月在全国残运会获坐式排球比赛亚军

▲

静安残疾人 2019年 11月在第 6届全国残

疾人职业技能大赛获一项第一名和一项第二名

    走进石门二路街道阳光家园，清新之

风扑面而来。

四周深浅不一的绿色墙壁，空中垂吊
的绿植，曲线型巨型鱼缸里游弋的小鱼，让

人仿佛置身大自然中，心情豁然开朗。大厅
里，残疾人有的在打桌球，有的在投篮球，

有的在排练歌舞，自得其乐。再往里走，橘
色墙壁带来一股暖流，让寒冬充满生机。

“阳光之家”和“阳光心园”学员们正堆在课

桌上一起学做手工，有的埋头思考，有的轻
声讨论，不分彼此，其乐融融。一旁的无障

碍厨房里，摆着他们刚买回的菜，这天是周
五，按照惯例，他们将亲自做饭。午饭后，志

愿者哥哥姐姐们又要来上健身课了，大家
都好期待哦！

门口的荣誉墙上，刚增加了一块沉甸
甸的奖牌“全国残疾人之家”。听说，之所以

能获得这项殊荣，关键是因为这里拆掉了
“三堵墙”。那么，到底是哪三堵墙呢？

拆除第一堵墙
实现“阳光之家”“阳光心园”融合

2009年，石门二路街道“阳光之家”迎
来新邻居———新成立的“阳光心园”。时任

街道残联理事长的
岑彩君观察到，

面向两类残
疾人的两

个日间照料机构相邻为伴，除了在空间上

具有便于整合共享的先天条件，而且，学员
们各有特点，可以取长补短。所以，从那时

起，两个机构之间的“篱笆墙”便被拆除了，
大家一起学习、娱乐，携手前进。

2015年，阳光家园乔迁新址。设计之
初，这里就没有进行两类机构的空间划分，

大家更加不分彼此。你开朗单纯的笑容感

染了我，我技巧娴熟的手艺帮助了你，学员
们消除了彼此间本不应该存在的界限，真

正融合在同一个大家庭。

拆除第二堵墙
大门敞开服务社区各类残疾人

石门二路阳光家园的主角可以说是
“阳光之家”“阳光心园”学员，但又不完全

是，因为，这里是一个面向社区所有残疾人
开放的服务枢纽。

在公共区域，辅具展示厅、阅览室、多
功能厅、健身设施、无障碍电影放映点、培

训教室等应有尽有，每天下午都有不同类

型的志愿者来给大家上课，社区残疾人也
可以给“阳光之家”“阳光心园”学员当老

师，教他们编织手工作品等。
阳光家园拆除了与社区残疾人之间的

围墙，不仅扩大了社区残疾人群体文

化活动的覆盖面和参与率，丰富了

精神生活，也促进了各类残疾人

的融合、交流和互补，让阳光家园不仅仅是

智力和精神类残疾人的家园，而是真正成为
所有残疾人的温馨家园。

拆除第三堵墙
向社会打开一扇了解残疾人的窗口

与绝大多数助残机构不同，石门二路
阳光家园不仅服务本街道残疾人，还在力

所能及的情况下，服务周边社区乃至外区
的残疾人，甚至接纳周边居民舞蹈队排练。

在全上海，助残机构向社会开放也是很
少见的。谈及初衷，负责人解释说，阳光家园

主要是一个面向残疾人的康复机构和服务平

台，但同时，它也是社区公益服务和公共空间
的一部分，不应该成为一个自我隔绝的“真

空”。在有余力的情况下为各类人群提供服

务，不仅是更好地履行残疾人事业的社会责
任，同时，也向社会打开了一扇了解残疾人的

窗口，让外界更关注残疾人、接纳残疾人。
就拿经常来排练的社区舞蹈队来说，队员

们以往不接触残疾人，如今同在一个屋檐下，
对残疾人的疾苦感同身受，对残疾人的自强由

衷钦佩，每逢阳光家园里搞大型文艺活动时，

他们都会积极参与，为残疾人朋友演出。
在三堵墙中，第三堵是最难拆的，但也

是最具有深远意义的。石门二路阳光家园
通过打破传统观念，拆墙“开窗”，实现了家

园学员之间、家园与社区残疾人之间、残疾
人与社会之间的真正融合，成为残疾人真

正热爱的第二个家。
在这里，“残健融合”从理想走进现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