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残疾车变“运输车”
特殊志愿者上“疫”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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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版

不让 沉默少数 被遗忘
市残联在疫情中出实招服务困难残疾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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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疫情防控最吃劲的阶段，全市残联系

统牢记“服务、代表、管理”残疾人的使命和职

责，将残疾人基本生活保供和看病吃药等问

题放在突出位置来抓，加强底线思维，强化底

数排查，筑牢服务保障残疾人的底板，对残疾

人在疫情管控期间的各类困难需求，想方设

法为残疾人排忧解难，不让“沉默少数”成为

被遗忘的角落。

党员干部身先士卒
积极发挥残工委作用，市残联加强与卫

健委、商委和民政等成员单位的协调，建立直

报沟通渠道，及时解决疫情中残疾人的急难

愁盼。党员干部身先士卒，市残联党组书记

及党组成员分片包干联系指导区残联在疫情

防控中积极履行群众组织的职责，一名党组

成员带领重要岗位部分同志24小时值守机

关，部分被封控的重要岗位同志全天候居家

办公，其余党员干部全部向所在社区报道，与

基层干部群众并肩作战，接受居村党组织统

一指挥，在疫情排查、小区封控、群众服务等

工作中当先锋、作表率。

经统计，目前市残联系统党员干部社区

报到人数286人，参与防疫志愿服务537人

次。同时，向全市盲人协会、聋哑人协会、肢

残人协会、智力残疾人及其亲友会、精神残疾

人及其亲友会等各级各类残疾人专门协会发

出倡议，动员全市残疾人参与和配合疫情防

控，坚持正面宣传引导全市60万残疾人为实

现社会面动态清零作出贡献。

兜住民生安全底线
基层残联组织与属地残疾人尤其是一户

多残、以老养残、孤残、重残、独自生活无人照

料残疾人等特殊困难残疾人建立疫情期间经

常性联系，突出关注低保低收入家庭、急症重

病患者、出行不便和新冠肺炎确诊和无症状

感染者中的残疾人，形成辖区内重点关注人

员名单，分发至街道、镇（乡）党委政府，建立

健全相应的关心关爱机制。

针对因重残等长期居家卧床的残疾人情

况，基层组织通过上门服务等方式，解决核酸

检测中的出行困难。排摸滞留在盲人按摩机

构或住所的盲人按摩师情况，指导全市81家

盲人按摩机构业主承担起责任，保障滞留在

机构的盲人按摩师正常生活，同时协调属地

通过应急特需专用通道，尽力给予生活物资

保供服务帮助。组织饿了么、美团、京东、盒

马等电商平台企业，为残疾人搭建绿色通道

优先保供。

积极发挥市残疾人福利基金会的济困助

残作用，积极动员爱心企业捐款捐物，4月8

日由上海喜士多便利连锁有限公司捐赠的

1000多盒明治鲜牛奶已送到悦苗残疾人寄养

院，后续还将送到本市部分社区的重残和一

户多残家庭。目前基金会还在联系企业捐款

一批防疫物资和生活用品，给奋战在一线的

残疾人工作者提供防护，保障安全。

协调解决特殊困难，如确保上海市疫情

防控新闻发布会的手语直播不间断，协调解

决封控期间导盲犬室内排便难、护理用品断

供、患有尿毒症残疾人需要进行血透治疗等

难题，帮助重残人员购买或发放生活物资，

协助相关部门安排新冠肺炎确诊和无症状

感染者中的残疾人尽快转运等。针对“三阳

机构”关闭线下服务情况，借助“上海市心理

热线”等平台资源，通过电话、微信等方式关

心服务对象的居家情况，为其提供心理疏导，

安抚情绪、消除顾虑。

畅通民生反映渠道
凡涉及防疫工作的残疾人诉求，按“第一

时间向上级报告、第一时间交属地办理、第一

时间向信访人反馈”的原则办理，对残疾人来

电来信采取“先行办理、后补工单”的办法，保

证处置效率。

市残联向社会公布24小时信访咨询电话

12385、63211941，全天候均有专人值守。同

时，各区残联建立并向社会公布24小时值守

的信访咨询电话。公布12345市民服务热线

手语视频电话，方便听语残疾人求助。全市

残联建立“一小时”残疾人疫情信息报告制

度，凡是辖区内的残疾人因新冠肺炎确诊等

原因被隔离的，各区残联接到报告后，第一时

间协调力量帮助解决困难，并在一小时内报

告市残联。

下一步，市残联将继续坚决贯彻落实市

委关于疫情防控的工作部署，持续体现残疾

人工作者的责任和担当。加强对新冠肺炎确

诊和无症状感染者中的残疾人在隔离救治中

遭遇沟通、照料等困难的预判，抓紧制定工作

预案或工作指引。加强与属地党委政府、电

商平台等沟通协商，加大对残疾人主副食品、

必要药品、辅助器具等保供保障力度，确保残

疾人基本生活。加强对一户多残、以老养残、

孤残、重残、独自生活无人照料残疾人等特殊

困难残疾人的主动关心，想方设法解决他们

的基本生活困难。加强对抗击疫情的正面宣

传报道，在及时响应残疾人群体关切的同时，

对疫情期间涉及残疾人的舆情做好正面引

导，坚持主旋律、传播正能量。

孙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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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海抗疫一线，有一群特殊的“逆行

者”，他们身有残疾，关键时刻却挺身而出，用

自己的方式助力抗疫，共同守护家园。

腿脚不便却日行两万步
四川北路上的吉祥里是一片老式居民

区，1026户居民中逾半数是老年人，超过80

岁的就有200多人。张淳是这里的居委主

任，虽患有马蹄内翻足，走路远了会出现肿

胀，但最近他每天的步数都在两万步左右。

他要了解居民需求，要安排好核酸检测和物

资发放，还要与来自虹口区残联的志愿者合

作，将抗原检测试剂送到每一户居民家中。

师奶奶是一位百岁老人，一直卧病在床，照

顾她的女儿也已经73岁了。张淳和志愿者

们担心老人不会使用抗原检测试剂，便上门

为她们进行检测。

开残疾人代步车送物资
虹口区残联组织的残疾人社区志愿者

中，有腿脚不便的，也有聋人，还有血友病患

者。大家残疾情况不同，在一起就取长补短，

一起做好配合。

腿脚不便的黄勇有一辆残疾人代步车，

正好派上用场，一趟趟地为居民运送蔬菜等

生活物资。他说：“我们残疾人首先不是考虑

到我们的身体怎么样，而是应该首先考虑到

我们怎样为社区做点贡献，尤其是党员，更应

该冲在前面。”

在普陀区，曾经获得“上海市自强模范”

称号的残疾人作家陆其国也开着自己的残疾

人代步车，和妻子、儿子一道上阵，冒着小雨

为社区居民运输政府发放的爱心大礼包。年

近七旬的他虽因小儿麻痹症而腿脚不便，但

能因地制宜地用残疾人代步车短驳物资，陆

其国觉得这也是对抗疫的一份贡献。

用土办法咬牙克服困难
虹口的残疾人志愿者小分队从3月初至

今一直忙碌在社区里，哪里需要，哪里就有他

们的身影。志愿者的工作很繁杂，平常人干

一天下来也是腰酸背痛，对于身体不便的他

们来说，其中的辛苦可想而知，但他们依旧拼

尽全力，发光发热。

助残员宋伟红是其中一员。她说，自己

是上午6时接到街道干部打来的电话，询问她

能否做志愿者，她想也没想就答应了。6时30

分就要到岗，她赶紧起床，早饭也没吃，喝了

一口水就赶去服务点位。8时，医护人员到

达，需要志愿者帮忙扫码，宋伟红主动报名帮

忙，经过简单的培训后就上岗了。扫码时要

抬起胳膊挨个扫，她说，当时没有什么感觉，

没想到，到了第二天，这个胳膊竟然酸得抬不

起来了。

在社区服务了很多天，有时是艳阳天，有

时又是倾盆大雨，对宋伟红来说，要尽快恢复

体力是一大考验。她说，自己恢复体力要比

健全人慢一点，所以想了不少“土办法”，例

如，如果要连续上

岗，晚上睡觉的时候

就会用枕头把腿垫

高，加速血液循环，

放松肌肉，让自己第

二天能多站一点时

间。

从事志愿工作

的间隙，宋伟红还会

抓紧时间，掏出手

机，和她一直牵挂着

的“阳光家园”学员

们视频连线，了解学

员们的情况，督促学

员们参加线上课程，

一起“云上”打太极

拳，欣赏音乐艺术

等，避免因“阳光家

园”关闭后学员长期宅家产生不利影响。

另一名志愿者张礼煊是一名血友病患

者。过去十多天，他当过送货员、扫码员、保

供员，这两天则忙着联系电商平台，给有需要

的封控小区特别是其中不方便使用手机购物

的居民采购物资。他说，虽然过劳和受寒都

可能引发自己突然出血，但看到其他的小伙

伴都在坚持，自己也充满了动力。

凌晨3时还冲锋在一线
崇明区肢残人协会主席翟海涛主动报名

参加区机关党工委组织的党员志愿服务队，

作为所在单位第一批支援乡镇疫情防控志愿

者队伍的一员，先后在庙镇爱民村、宏达村和

城桥镇花园弄、陈家镇八滧村等处参加一线

防疫志愿服务。4月2日起，他被派往较为严

重的陈家镇，配合开展核酸检测、帮助村民采

购物资等，最辛苦的一天，翟海涛在八滧村配

合核酸检测一直干到凌晨3时。穿着防护服，

服务期间不能喝水，也不能上厕所，翟海涛克

服困难，把党旗插在了社区抗疫的第一线。

孙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