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家里只剩一棵白菜了，我们最多还

能坚持一天。”今年4月24日晚，由于疫

情原因导致物资告急，居住于青浦区浦

仓路盲人按摩店内的来沪残疾人王良兴

与妻子第一时间向区残联干事沈珍萍求

助。让王良兴意外的是，当晚沈珍萍让

朋友开车送过来一批自家物资，解了他

的燃眉之急。“沈姐给我送来了鸡蛋、猪

肉，还有半只鸡，我真的太感动了。”第二

天上午11时，王良兴收到了区残联特地

送来的应急物资，“为他们的效率点赞，

这次求助让我真切感受到了区残联的关

照，我们现在挺好的，谢谢他们。”

在民生兜底问题上，上海从来不含

糊，让城市温度首先体现在残疾人最急

需处、落实在最细微处。

过去10年，残疾人家庭人均可支配

收入明显增长，残疾人参加基本医疗、基

本养老保险政策覆盖率100%。低保、低

收入等困难残疾人家庭实现应保尽保。

以重残无业人员生活补助标准为例，其

中，2012年城镇每人每月771元，2022年

每人每月为1850元，涨幅约为140%。

以补贴水平的逐步提升，回应残疾人最

直接、最现实、最迫切的需求。

“在这里上班挺适应的，同事们对我

非常友好。”2022年3月1日，今年26岁

的视障人士丁昊洲正式办理了入职，成

为上海基层事业单位的一员。

2021年毕业前后，丁昊洲尝试了

各种就业方向，然而曲折重重。同年

下半年，丁昊洲关注到了上海事业单

位定向招录政策。今年2月中旬，他

就收到了好消息。“花木社区卫生服务

中心的领导给我打了个电话，说‘你被

录取了’。”听到被心仪的单位录取，丁

昊洲特别兴奋，一回家就给父母报喜，

分享这一喜悦。

早在2014年起，上海就开启了党政

机关、事业单位定向招录残疾人的工作，

推动残疾人平等就业。在上海市政府的

大力支持下，残疾人就业的障碍正在一

步步破除，从2014年至今，上海招录残

疾人机关事业单位人员150余人。丁昊

洲等就是今年上海事业单位首次招录视

障人士的首批受益者。

在上海，残疾人就业的渠道正逐步

打破人们的想象边界。

今年7月，一座形似橡果的小店在

浦东华润时代广场前开门迎客，这是全

国首个由盲人咖啡师任店长的咖啡店，

均为盲人的店主兄弟俩殷天保和殷天佑

在店里忙碌操持。哥哥殷天保制作一杯

冰美式咖啡最快只需1分41秒，已与多

数连锁咖啡品牌店持平。

今年9月底，在上海市残疾人职业

技能竞赛中，500多名怀揣创业梦想的

残疾人参与角逐。“技能点亮梦想”，更多

的残疾人正在用奋斗让自己的人生闪耀

光芒……

10年来，适龄残疾学生享受免费基

础教育和助学资助，残疾少年儿童义务

教育入学率保持在99%以上。城镇残疾

人登记失业率降至4.5%以下，残疾人应

届高校毕业生就业率超过95%。截至

2021年底，上海就业年龄段内持证残疾

人约14万人，其中有劳动能力和就业诉

求的持证残疾人实现了较充分就业。

念兹在兹，枝叶关情。在上海这一

国际性大都市，残疾人对健康的要求更

高，对康复的需求更为迫切。

“作为特殊孩子的家长，非常有幸生

活在上海这座和谐、有温度的大都市。把

特殊儿童康复融入‘健康上海’的建设，让

我们从无助和担心里走出来，感受到了关

怀和重视，对未来也有了更多信心。”2021

年10月31日，上海成立了特殊儿童康复

训练指导委员会，通过多领域专家面对面

指导，让这些家长们更从容面对，让孩子

更好地融入社会，快乐生活。

辅助器具适配服务作为残疾人康复

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实现残疾人“人

人享有康复服务”的基础。2012年，上

海全年完成辅助器具适配服务15.33万

件；2020年，仅上海市松江区就下发适

配辅具33.38万件，为2012年全年数量

翻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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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16日上午，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隆重

开幕。市残联系统党员干部怀着激动的心情观看了二十大开幕会直

播，认真聆听习近平总书记代表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向大会作的报

告，纷纷交流学习感受和体会。

市残联党组书记、理事长王爱芬：

党的二十大是在迈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向

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关键时刻召开的一次十分重要的大会。

市残联系统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党员干部要把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

大精神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一项重要的政治任务，认真学习领

会，坚决贯彻落实，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大会精神上来。要坚持

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勇担政治职

责，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

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更好发挥群团组织桥梁纽带作用，

履行“代表、服务、管理”职能，把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与贯彻落

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残疾人事业重要论述精神结合起来，把大会的

精神和要求落实到推动本市残疾人事业全面发展的实际行动中去，

不断增进民生福祉，提高残疾人生活品质，实现残疾人群众对美好生

活的向往，努力践行“为党分忧、为民解难”的初心使命，更好团结带

领残疾人“听党话、跟党走、感党恩”。

市残联党组成员、副理事长、机关党委书记莫彬彬：

举世瞩目的中共二十大召开，聆听习近平总书记作的报告倍感

振奋。非凡十年非凡成就，这次会议的召开必将对未来中国的发展

产生深远的影响。我们机关党委将组织残联系统的广大党员干部群

众，认真学习领会二十大会议精神，以创建模范机关为抓手，全面从

严治党，建设成为讲政治、守纪律、负责任、有效率的模范机关，让党

放心，让人民群众满意。要积极引导党员干部从体现社会主义制度

优越性的政治高度把握残联职责使命，积极发挥党和政府联系残疾

人群众的桥梁纽带作用，以实际行动践行习近平总书记“残疾人需要

格外关心、格外关注”指示精神，继续努力做好残疾人的社会保障工

作，维护好他们的生存发展权利，为推动“十四五”期间残疾人事业的

高质量发展和党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贡献我们的智慧和力量。

市残联教就处处长、党支部书记陈栋渊：

怀着无比激动的心情收看了党的二十大开幕会，礼赞光辉历程，

开创崭新未来！二十大报告中明确指出要促进残疾人事业全面发

展。保障和改善残疾人民生工作没有终点，只有连续不断的新起点。

残疾人教育就业保障是民生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一定要凝心聚

力、锐意进取、奋发有为、敢于创新，主动融入城市经济社会发展的总

体格局，以残疾人教育就业保障工作的发展进步，以融合共同发展为

重点，努力构建更加完善的制度体系和工作机制，促进残疾人充分实

现平等参与共享，不断增强残疾人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市残联办公室新党员吴婧：

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所作的报告，内心感到无比激动和振奋。

报告思想深刻、内涵丰富、气势恢宏。作为青年党员和残疾人工作

者，我们要学习好、领会好报告的精神，积极响应总书记的号召，坚定

不移听党话、跟党走，立足本职工作，以满足广大残疾人对美好生活

的向往为目标，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扛起新使命，不断增进残疾

人民生福祉，解决残疾人“急难愁盼”问题，为促进残疾人事业全面发

展贡献自己的力量。

同济大学附属养志康复医院党委书记、市第十二次党代会
代表翟华：

我和在院的部分伤友们、同事们一起观看了这激动人心的开幕

会实况转播，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所作的二十大报告。报告立意高

远、总揽全局，也饱含深情。让我们感受到我们的党始终不渝、毫不

动摇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始终践行“人民至上”的初心使

命，转播现场也多次响起了大家情不自禁的掌声。宏伟蓝图已描绘，

我一定认真贯彻二十大精神，在未来的工作中，担当起时代赋予一名

基层党代表、党员干部、残疾人工作者和康复人的职责，“为促进残疾

人事业全面发展，推动健康中国建设”而不懈努力！

全国自强模范柯水昌：

举国关注，举世瞩目，党的二十大是在迈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

代化国家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关键时刻，召开的一

次十分重要的大会。我全程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所作的党的二十大

报告。过去十年砥砺奋进，党创造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

成就。新时代、新征程，我将学习领会、深入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

神，继续紧跟党的步伐，围绕党的新时期的中心任务，积极发挥自己

的先锋模范作用，以更加饱满的干事创业的奋斗精神，为残疾人事业

向更高质量发展，贡献自己的全部力量。

全国残疾人工作先进代表陈雨沨：

作为一名残疾人和残疾人工作者，成长在这个伟大的新时代，见

证了过去十年残疾人事业的快速发展，越来越多的残疾人找到了实

现精彩人生的舞台，生活得更有尊严、更有滋味。坚信在党的二十大

精神的指引下，越来越多的残疾人成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

梦的实践者、美好生活的建设者。

全市各区残联组织党员及领导干部集中观看了二十大开幕会，

社区居村残协也组织了残疾人党员、基层残疾人工作者居家自行观

看，并积极发动残疾朋友通过各平台收看开幕会盛况。

孙云 整理

手语是聋人与聋人、聋人与健听人之间的

沟通工具。每一个手语姿势，都在为搭建一座

沟通桥梁而助力，同时也凝聚了一份爱心，照

亮无声世界。

2020年，由葛玉红、顾忠、陈伊佳、唐文妍、

寇辰珠、郭奕敏、萧亮七人组成的手语翻译团

队，在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新闻发布会上，

以轮班制的形式，站立一旁，对着直播镜头“解

说”，为上海数万听障人士提供了“看”新闻的平

等机会，让他们更好地应对疫情，做好防护。为

了让通用手语能在更多社会服务领域得到运

用，2021年5月，上海在全市范围内启动了手语

微课堂项目，在商场、酒店等场所开展100个手

语微课堂培训。2021年9月12日，9岁的方思尧

小朋友获得“通用手语阳光推广大使”聘书，成

为目前为止年龄最小的手语推广大使。

今年3月4日，东京残奥会中国首金获得

者、上海残奥运动员李豪作为护旗手之一，亮

相北京2022年冬残奥会开幕式，在全世界面前

展示中国青年的风范。“冬残奥会能将如此重

要的任务交给我们，是国家对我们的认同，更

是对残疾人的尊重。”李豪认为，让残疾人携手

参与，充分体现了残疾人事业“平等、参与、共

享”的发展目标。

李豪所从事的上海轮椅击剑队是上海市残

疾人文化体育促进中心（上海特奥竞赛训练中

心）的重要体育项目，在这里，他可以专心致志

地训练，走向世界竞技舞台……十年来，上海市

选送优秀残疾人运动员参加国际国内重大体育

赛事，夺得139.5枚金牌、104枚银牌、92枚铜牌

的佳绩。

今年8月，上海盲人乐队“不靠谱乐队”的故

事将拍成公益电影，呼吁社会关注新时代残障

青少年的精神诉求，让每个人都能发现属于自

己的生命奇迹。目前，电影已进入录制阶段。

手语推广、重要赛事参与、公益电影开拍

……作为上海文化体育事业的缩影，这不仅

是促进残疾人自立自强、康复身心的有效途

径，也是人们认识残疾人潜能与价值，促进

社会和谐共进的重要渠道。

2012年，上海共举办各类残疾人文化艺术

类比赛展览80次；2022年，上海残疾人艺术团、

上海残疾人合唱团、上海聋人舞蹈团等各类残

疾人特殊艺术团队的足迹遍及国内外，上海代

表团在全国残疾人艺术汇演中，多次获得优异

成绩，用自强精神、超凡才华诠释生命力量。

10年来，为残疾人构建一条立体的“文化盲

道”正在形成。一项无障碍电影解说公益活动坚

持不懈，每月深入全市16区17家电影院，为视障

人士提供电影解说志愿服务；首创残疾人“云上

文化”系列讲座，每年服务受众近4万人次，为残

疾人充分参与社会生活创造了更好的条件。

城市有爱，生活无碍。2021年，上海陆续

颁布实施了《上海市无障碍设施建设和使用管

理办法》《上海市无障碍设施建设实施导则》等

一系列政府规章及规范标准。2022年9月，来

自人民群众的83条创建杨浦滨江空间无障碍

创新示范区建议和愿望，被写进全市首个公共

空间无障碍环境建设导则——《杨浦滨江公共

空间无障碍环境建设导则》，并将逐步实现。

10年来，在“逐梦”的沃土上，上海残疾人

事业生动诠释了开放、创新、包容的上海城市

精神品格，充分彰显了城市软实力。在开创

“人民城市”残疾人事业发展新局面上，上海竭

力奔跑，让“春天的事业”更温暖。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残疾人一个也不能

少”。残疾人事业的发展需要更多社会力量参

与，需要不断完善政府支持、社会积极参与的

残疾人事业多元投入格局，需要一笔笔勾勒出

让残疾人群体看得见、摸得着、体会得到的幸

福图景，让爱的阳光洒在每一寸土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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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海，“春天的事业”生机勃勃
十年来残疾人事业交出新答卷，让爱的阳光洒在每一寸土地上

2020年9月23日，国内首个提供手语
翻译服务的娱乐演出在上海迪士尼乐园
精彩上演；2022年9月21日，“无声有爱”
助聋门诊迎来运行10周年，10921人次聋
人受益；同年9月，让残疾人群体更好融入
社会享受生活，细节精确到毫米的《杨浦
滨江公共空间无障碍环境建设导则》全市
首发……
在上海，阳光洒在每一个残疾人身

上，“春天的事业”正涌现出蓬勃的生命
力；平等、参与、共享这三个关键词，更是
始终贯穿上海经济社会发展大局。

10年来，上海对残疾人工作“格外关
心、格外关注”，在精准兜底帮扶、精细城
市管理、精致文体生活等方面，生动诠释
了上海城市精神品格，奋力开创了“人民
城市”残疾人事业发展新局面。

10年来，上海残疾人事业顶层设计不

断完善，相继推出了系列惠残举措，为残

疾人生活提供坚实的制度保障。

2014年4月1日，《上海市实施〈中华

人民共和国残疾人保障法〉办法》施行，规

定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应当提供适合残疾

人就业的岗位，依照公开、公平的原则招

录残疾人。

2016年，《上海市人民政府关于贯彻

国务院加快推进残疾人小康进程意见的

实施意见》发布，提出到2020年，实现残疾

人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让上海残疾

人与全市人民一道迈向更高水平的小康。

2020年9月1日，《上海市残疾人就业

保障金征收使用管理办法》施行，建立残疾

人岗位预留制度……此外，还有《残疾预防

和残疾人康复条例》《关于建立残疾儿童康

复救助制度的意见》先后发布实施贯彻。

前文提到的视障人士丁昊洲，就是政

策的受益者之一。可见，在法治轨道上，

上海全方位、立体化，对残疾人就业、教

育、康复、最低生活保障等进行了详细规

定，将残疾人享有的社会权利以法律的形

式固定下来，孜孜不倦地推动残疾人事业

健康发展，向着现代化迈进。

当然，全面保障残疾人合法权益，群

团工作无疑是重要的一环。2012年，上海

正在想方设法完善全市残疾人法律救助

网络，降低残疾人享受法律救助服务的门

槛，全年为276人次提供法律服务，办理法

律援助案2件。到2021年，上海全年为

2420人次提供法律服务，相比2012年，增

幅为776%。上海已将治理的触角延伸到

离群众最近的地方，如今，市、区、街镇

（乡）三级残疾人法律服务网络全覆盖，残

疾人对法律服务满意率超过90%。

8年后，2020年12月5日，国际志愿者

日当天，上海市助残服务平台“云助残”小

程序上线。2021年12月3日，“云助残”正

式入驻“随申办”平台，应用场景更为广

阔。截至2022年9月，云助残小程序后台

累计注册助残志愿者2292名，残疾人注册

1885名，上线两年来，助盲出行和手语协

助服务需求累计完成333件。

同时，上海还在加快城市数字化转型

的进程，“两张网”的推进建设，给残疾人

的生活带来切身改变，“数字多跑路、群众

少跑腿”的理念渗透到各个方面。

如2022年5月，上海困难残疾人生活补

贴和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实行“全程网办”

服务，手机端打开“随申办”App申请，就能

实现零跑腿，零材料递交，十分便捷高效。

2022年9月底，经过系统升级和测

试，《上海市盲人公共交通证》已与个人信

息和“随申码”一键绑定，目前上海已实现

全市公交车盲人免费刷卡乘坐功能。接

下来，今年11月起，残疾人交通补贴“免申

即享”将正式上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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