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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推动本市残疾人就业支持体

系进一步完善，市政府办公厅近日发

布《上海市促进残疾人就业行动方案

（2023—2024年）》。《行动方案》提出

10项政策举措，明确到2024年实现

本市城乡新增残疾人就业1万人、确

保应届残疾人大学生去向落实率高

于全市平均水平、将符合条件的就

业困难残疾人全部纳入就业援助范

围、到2024年完成残疾人职业技能

培训6000人次等任务目标及指标。

在残疾人职业技能提升方面，

《行动方案》提出对有就业需求和就

业条件的就业年龄段未就业残疾人

开展就业技能培训、岗位技能提升

培训或创业培训，对符合条件的残

疾人按规定给予培训费补贴，对获

得职业技能证书的残疾人给予职业

技能提升补贴。

对于机关、事业单位带头安排

残疾人就业，《行动方案》明确，“十

四五”期间安排残疾人就业未达到

规定比例的市级、区级编制50人

（含）以上的党政机关至少安排1名

残疾人就业，编制67人（含）以上的

事业单位（中小学、幼儿园除外）至

少安排1名残疾人就业。市、区两

级残联机关干部队伍中残疾人干部

的比例应达到15%以上。同时，国

有企业安排残疾人未达到规定比例

的，应根据行业特点，在有适合岗位

的情况下，选择符合残疾人就业特

点、适合残疾人工作的工种和岗位，

在招聘计划中安排一定数量的岗

位，根据相关原则和规定程序定向

招聘符合条件的残疾人。市残联会

与市国资委联合开展国有企业助残

就业专场招聘活动，有意向的残疾

人可以关注“上海残联”微信公众号

相关信息，参加专场招聘会。

《行动方案》还提出“支持就业

年龄段残疾人自主创业”，对于符合

条件的残疾人进行开办企业、民政

等相关登记注册并实际运营的创业

组织，按规定给予补贴。自主创业

的残疾人，还可以参与“残疾人工

匠”、残疾人领军人才等评选，带动

更多残疾人就业创业。

为鼓励残疾人参与非物质文化

遗产保护，各级残联组织将积极搭

建残疾人灵活就业载体，对用人单

位与从事非遗项目就业的残疾劳动

者签订劳动合同的，给予用人单位

就业岗位补贴、社会保险费补贴、技

艺提升耗材一次性补贴，提高残疾

劳动者劳动收入。

《行动方案》明确，将符合条件的

就业困难残疾人全部纳入就业援助

范围，并提供更具针对性的重点帮

扶。同时，充分利用本市阳光职业康

复援助基地，开展残疾人辅助性就

业。“阳光基地”与援助对象签订非全

日制劳动合同，统一为援助对象办理

就业登记和参保手续，组织援助对象

从事生产劳动，开展各类职业康复

活动。有意向的残疾人可以向街镇

残联提出进入“阳光基地”从事辅助

性就业的申请或咨询相关政策。

对于家在农村、想就近从事农业

相关工作的残疾人，《行动方案》提出

“进一步加大农村残疾人综合帮扶工

作力度，促进农村残疾人劳动增收，

改善农村残疾人生活状况”的工作

目标，通过扶残涉农经济组织与农

村困难残疾人签订劳动合同并按规

定缴纳社会保险，给予其劳动补贴、

社会保险费补贴、午餐费补贴的方

式帮助农村困难残疾人劳动增收。

有意向的残疾人可以向镇残联提出

申请或咨询相关政策。 孙云

将符合条件的就业困难残疾人全部纳入就业援助范围

上海新增一万残疾人就业岗位

“历奇有你 无限感恩”2023年

项目近日在浦东新区辅读学校潍坊

校区启动，这一由潍坊新村街道团

工委主办并已持续6年的志愿项目

已带动多家区域化团建单位参与，6

年共开展520次活动，服务1.5万人

次，参与志愿者达2600人。今年，项

目将继续为特殊青少年们提供体验

式的拓展课程，并依托社区少工委

“我是小当家”红领巾系列项目，加

强对社区青少年的关心关爱，给予

他们更多的陪伴与帮助，携手辅读

学校一同推进社会教育。

项目自2017年举办以来，每周

两次开展每次两小时的拓展课程，

志愿者从最初的12名扩大为现在

的526名，更有许多爱心企业入驻，

为项目建设执行提供有力保障，通

过长达6年的陪伴，让特殊孩子通

过不同形式的体验学习，加强逻辑

思维、解决问题、处理人际关系等多

种技能，提升自信心和耐挫力，学会

交往，体验成长。 孙云

美罗城、索迪

斯、前程无忧、华住

酒店……明天上

午，一大批赫赫有

名的企业将济济一

堂，在位于医学院

路52号的徐汇区斜

土街道肇清党群服

务中心共同参与徐

汇区残联就业援助

活动的残疾人专场

招聘会。活动现场

不仅有多家知名企

业现场招聘、面试，

还将“点对点”送服

务、送政策、送岗

位，面向残疾人求

职者开展就业、培

训咨询和职业指导

等服务，并向用人

单位专门开设接纳

残疾人就业补贴优

惠政策等咨询，帮

助重点困难人群早

日实现就业。

此次招聘会邀

请多家知名国有企

业、外资企业和民

营企业，带来文秘、

财务助理、商务代表、电话客服、

工程师、电商运营、保洁、人事、设

计、餐厅服务员等多样化的岗位，

为残疾人求职者提供更多选择。

为进一步贯彻落实国务院和

市委、市残联关于《残疾人就业

2022—2024三年行动》的要求，

徐汇区残联不仅会同区人社局联

合举办此次“就业零距离、真情助

你行”就业援助活动，线上线下共

组织了30家爱心企业参与，还在

近期多措并举，以开局就是冲刺

的态度推动残疾人就业。据悉，

今年毕业的15名应届大学生中，

已有多人上岗实习或继续求学，

一名毕业生已经找到了就业岗

位。1月至今，徐汇区残联已举办

四场招聘会，完成残疾人一对一

职业指导20人次，推荐残疾人面

试10人次，新增就业3人，协助企

业续签劳动合同26人。 孙云

《上海市无障碍环境建设条例》

3月1日起实施，最初在上海两会上

提交呼吁加快制定无障碍设施管理

条例议案的潘书鸿等人大代表尤其

关注条例的落地情况。近日，人大

代表、各界专家和残疾人代表来到

刚完成家庭无障碍改造的残疾人徐

女士家，见证无障碍环境建设成果。

一年前，市人大静安代表团在上

海两会上首次以全团名义提交关于

加快制定上海市残疾人无障碍设施

管理条例的议案，呼吁以立法形式回

应的社会需求和特殊关切，列为当年

1号议案予以推进。一年后，《上海市

无障碍环境建设条例》正式实施，这

让人大代表潘书鸿等全程参与、见证

这部立法的人倍感振奋。条例实施

首日，静安区残联特意邀请十余位区

人大代表、区政协委员、无障碍环境

建设专家、残疾人代表等，实地调研

静安无障碍环境建设工作。

走进临汾路街道的肢残人徐女

士家中，她自豪地向大家展示刚完

成改造的室内坡道、淋浴房、智能马

桶等设施。她说，经过改造，室内房

门拓宽，加装坡道，便于轮椅进出；

厨房操作台高度降低，让她可以坐

在轮椅上洗菜烧饭；卫生间里的浴

缸改为淋浴，再加上折叠凳、防滑扶

手等改造，更解决了独自洗澡如厕

的安全问题。改造后，她的生活自

理能力大大提升。

在汾西路261弄，老公房新加装

的电梯入口处，都有一段平缓斜坡，

肢残人张先生说，原先自己要依靠

轮椅出行，为了不麻烦家里人，只能

尽量少出门，如今可方便多了。

据悉，自2016年起，静安区累

计完成残疾人家庭无障碍改造

3458户、老旧小区无障碍坡道改造

721条。同时，从2021年起在区行

政事务受理大厅、民政婚姻登记窗

口、残疾人法律服务中心、区属医

院、各街道（镇）社区事务受理窗口

及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等公共服务机

构平台设置了36个“在线手语视频

服务”点，为聋人提供线上实时视频

手语翻译服务。在华东医院、第十

人民医院和市北医院，开设助聋助

盲门诊，为看病就医的聋人、盲人提

供手语翻译和引导服务。去年起，

区残联还为符合条件的盲人配备智

能助盲设备“导盲帽”，使盲人得以

安全独自出行。 孙云

《上海市无障碍环境建设条例》实施，人大代表走访残疾人家庭看变化

残疾人生活便捷程度大幅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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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化团建带动更多人关心特殊青少年

今天，长三角残疾人事业高质

量一体化发展再结硕果。由浦东新

区残联联动长三角相关省市残联举

办的“谱梦长三角”残疾人文艺汇演

（上海站）在上海东方艺术中心举

办。作为“谱梦长三角”残联联盟成

立以来的首次文艺汇演，接下来还将

在杭州等长三角各省市巡演，助推长

三角残疾人文化工作进一步融合发

展。同时，上海首个园区助残公益基

地——张江“展想广场号”谱梦空间

也在今天启动，标志着浦东残联公益

助残就业示范性品牌——“谱梦列

车”真正开向园区、走进企业，开启

了新经济业态下扶残公益新模式。

为加快推进残疾人事业高质量

发展，提高长三角残联联动实效，上

海市残联、上海市浦东新区残联、浙

江省杭州市残联、安徽省合肥市残

联、安徽省芜湖市残联、江苏省苏州

市残联、江苏省太仓市残联等分别

选送了一批文艺节目，涵盖音乐、舞

蹈、戏剧、曲艺等类型。

今天，全市首个园区助残公益

基地——张江“展想广场号”谱梦空

间也正式在浦东新区启动。基地将

以公益凝聚社会正气，以文化重塑

园区生态，以爱心点亮城市温度，助

力浦东文明城区创建。 孙云

“谱梦长三角”残疾人文艺汇演今启动
本市首个园区助残公益基地谱梦空间浦东联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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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临汾路街道社区事务受理服务中心“在线手语视频服务”现场为听障人
士答疑解惑 孙中钦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