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说说残疾人高品质生活新感受

阳光天地阳光天地阳光天地阳光天地阳光天地阳光天地阳光天地阳光天地阳光天地阳光天地阳光天地阳光天地阳光天地阳光天地阳光天地阳光天地阳光天地阳光天地阳光天地阳光天地阳光天地 (((((((((((((((((((((                                                                期期期期期期期期期期期期期期期期期期期期期 )))))))))))))))))))))6-7
视觉/薛冬锟    年6月  日/星期二

主办:新民晚报 上海市残疾人联合会热烈庆祝上海市残疾人联合会第八次代表大会6月  日召开

■ 仿生手等高科技辅具为残疾人创造高品质生活

本版撰稿 孙云 本版摄影 孙中钦

在这个万物葱茏、欣欣向荣的美好时节，上海市残疾人联合会第八次代表大会明天即将胜利召
开。
残疾人事业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上海向全面建成“五个中心”

和具有世界影响力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目标迈进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党的二十
大报告明确指出，要完善残疾人社会保障制度和关爱服务体系，促进残疾人事业全面发展。
自市残联七代会召开后的五年来，在上海市委、市政府的领导下，在中国残联的指导

下，市残联加快推进残疾人事业高质量发展，努力实现残疾人高品质生活，让城市的温
度首先在残疾人身上体现，七代会提出的“广大残疾人与全市人民共同迈入更高水平小
康社会”目标任务基本完成，残疾人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明显提高，上海残疾人群体的
幸福感获得感安全感明显增强。

数读这五年

建立残疾人数据资源平台、城市紧急呼叫

实现文字报警、逐步配置公共交通无障碍车辆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残疾人一个也不能

少。2021年8月10日，上海市人民政府网站公

布《上海市残疾人事业发展“十四五”规划》。

对标最高标准、最好水平。规划提出14项

主要指标和10个方面的主要任务，明确到2025

年，基本达到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建

设相匹配的残疾人事业发展水平，当好残疾人

事业高质量发展的领跑者，成为残疾人共享城

市高品质生活的新标杆。

数字化时代，以人为本是不变的理念。数

据多跑路，群众少跑腿，畅享数字化时代“新气

象”。上海密织政务服务“一网通办”和城市运

行“一网统管”两张网。残疾人事务也融入其

中，残疾人证申领“跨省通办”和“助残一件事”

“残保金征缴一件事”等便民措施，让残疾人及

相关企业有了更多获得感。

2021年7月，残保金征缴“一件事”上线，实

现了残保金申报征收“进一家门，办多家事”。

在用人单位“少跑路”的背后，是上海各政府部

门间的高效对接和大数据的飞速运转。残保金

征缴“一件事”首次实现了用人单位登录“一网

通办”，就能在线办理残疾人就业情况申报、残

保金申报缴费、超比例奖励申请等事项，大大方

便了企业办事，提升了上海营商环境。

残疾人事业同样也融入了长三角区域一体

化国家战略之中。2019年7月，沪苏浙皖三省

一市残联在上海签订长三角残疾人事业战略合

作框架协议以来，深入推进残疾人基本公共服

务便利共享、扎实推进残疾人辅具服务一体化

平台建设、协同制定残疾人基本公共服务标准、

谋深促进残疾人共同富裕的政策措施……如

今，长三角残疾人事业一体化已经走过五年历

程。地缘相近、人缘相亲、文化相融的沪苏浙皖

聚力“一体化”，紧扣“高质量”，共绘长三角残疾

人事业一体化高质量发展新蓝图，让残疾人共

享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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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实于最

细微处。

据介绍，过去五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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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对残疾人的补贴力度加大，给我们减

轻了不少经济压力。”复旦大学听障学生钟同学

的妈妈，拿起去年的补贴清单，一一细数着上海

的各种补贴：每个月可以收到300元的重度残疾

补贴、45元的交通费补贴；每年还可以免费领取

价值近千元的人工耳蜗电池及5000元残疾人助

学金……

截至2022年，上海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惠

及8万人，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惠及21万人。

此外，上海还在点点滴滴，在细微处练好

“绣花功”，提升残疾人群众生活品质。例如，上

海已实现全市盲人免费刷卡乘坐功能；越来越

多的景区和文化场所向他们尽情“敞开”；周边

无障碍设施优化升级，残疾人出行更便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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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一名特殊孩子的家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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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受到了被关怀和重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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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家长更从容面对，让孩子更好地融入社

会，快乐生活。

过去五年，上海残疾预防和残疾人康复服务

得到新改善。为15万名重度残疾人提供居家养

护、机构养护服务，建立114个“标准化辅助器具

服务社”，先后为54万名残疾人配发90万件辅助

器具，为3364名出行困难的重度视力残疾人配发

智能助盲辅具，40余万名残疾人与家庭医生签

约，7631名特殊儿童接受了康复救助，“十三五”

时期的康复服务有效率达93.3%。

其中，“智能助盲辅具”是《上海市残疾人事业发

展“十四五”规划》中“科技赋能、精准服务”的体现，

是政府数字化转型的要求，也是上海推动残疾人事

业高质量发展，实现残疾人群众高品质生活的方向。

教育是阻断贫困代际传递的重要途径。越来

越多的残疾人考生进入高校学习深造。五年来，

637名残疾人学生从全日制普通高等院校毕业，

约3000名残疾人进入上海开放大学残疾人教育

学院，全市共有2个市级、16个区级中等特殊职业

教育办学点。

上海这座城市用暖暖的爱意，让残疾学生的

梦想，在此生根、发芽、绽放……

就业是民生之本，是残疾人全面参与社会活

动，成就自我理想与尊严的关键。上海在兜住民生

底线上从不含糊，政策一出“一揽子”，多途径、多渠

道、多形式，

推动残疾人

就 业 全 覆

盖。

上海实施

“残疾劳动者

就业促进专项

计划”，形成以

按比例分散就

业和集中就业

为主，辅助性

就业、灵活就

业、自主创业

为辅的残疾人

就业格局。率

先开展党政机

关事业单位专项招录残疾人和大型国企定向招聘

残疾人工作，五年来先后有50人走上了公务员岗

位，116人被事业单位录取，应届残疾人高校毕业

生去向落实率达到95%。建立辅助性就业机构，

如阳光职业康复基地、扶残涉农基地、非遗文化创

业基地。发展自主创业、居家就业等新型灵活就

业模式，如熊掌咖啡、喜马拉雅等。城镇残疾人登

记失业率始终保持在3%以下。

凝聚多方力量，促进“残健共融”，打造残疾人

就业一站式服务。2023年5月20日，“阳光201”

残疾人就业服务综合平台在上海市残疾人就业服

务中心“焕新”启用。中心全方位展现上海残疾人

就业工作发展历程，全链条推出上海市残疾人就

业工作特色品牌，设非遗文创展示、互动体验区，

并承担残疾人创业孵化、助残社会组织招募孵化、

为残疾人就业创业提供场地等功能。

2020年底，“熊爪咖啡”治愈全网——当上海

永康路一家没有门的咖啡店悄然走红网络后，不

少人才知道，墙洞之后的咖啡师是聋哑人，这是一

家为了帮助残疾人就业而开的咖啡店。“授之以

鱼，不如授之以渔”，在多方的支持下，2022年7月

16日，全国首个熊爪咖啡“种子店”在上海浦东开

业。同日，为残疾人提供职业培训、就业帮助等帮

扶的“超凡咖啡师实践基地”启动。该基地的揭

牌，不仅集结了政府力量，更有社会力量的支持，

为扶持残疾人就业增收，提供了示范。

今年《上海市无障碍环境建设条例》正

式颁布施行。上海的无障碍环境建设有目

共睹：2012年6月，上海率先推出了全国首

个无障碍电影专场，开创了在商业影院播放

无障碍电影的先河；2022年8月，为轮椅乘

客搭建“无间隙桥梁”，上海地铁全网约七成

车站已经配备了“无障碍渡板”。

盲文标识、语音播报系统、无障碍卫生

间、无障碍停车位……在上海这座“人民城

市”里，从硬件到软件，从设施到服务，从科

技力量投入到信息化配套，近60万残疾人在

家门口、于细微处感受着这座城市的温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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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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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年8月，上海盲人乐队“不靠谱乐

队”的故事拍成公益电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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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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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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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年10月13日，“谱梦长三角”长三

角地区主要城市残联联盟正式成立。其

中，残疾人才艺展示巡演启动，面向长三角

地区热爱舞台艺术的残疾人开放，充分展

示长三角各省市残疾人的艺术才华。

上海是一座温暖的城市，历来有扶残

助残的良好氛围，活跃着众多自发的助残

队伍和志愿者，如星星之火，愈发燎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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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驻“随申办”

平台，应用场景更为广阔。截至2022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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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年9月22日，是东方医院“无声有

爱”助聋门诊运行十周年。十年来，医院共

提供助聋服务429次，10921人次的聋人受

益，2600人次助聋志愿者参与服务，志愿服

务时长10400小时。让人动容的是，“助聋门

诊”已形成燎原之势，在多家医院门诊复制

推广，不仅传递了人文关爱，推动了文明实

践，也为更多的听障人士带来了就医便利。

如今，包括特教教师、手语翻译、手语志

愿者，银行、医院、法院、公共交通等窗口服

务单位在内，共有5000多名员工学习手语，

竭力让手语在更多社会服务领域得到运用。

2019年以来，在上海全国学雷锋志愿

服务“四个100”获奖名单中，韩颖、金晶、张

心亚、解海霞、王森5人当选最美志愿者；

“最美丽少年”聋人子女支持、重度居家残

障人士关爱、“自然无碍”特殊人群教育活

动、“做你的眼睛”、东方医院“无声有爱”助

聋门诊、浦东图书馆黑暗中的阅读等6个最

佳志愿服务项目以及4支最佳志愿服务组

织上榜。

随着上海残疾人事业的不断发展，越来

越多的人开始了解、关心、帮助残疾人群体。

社会的包容、理解与尊重，正日益成为上海60

万残疾人最温暖的力量和最坚强的后盾。

一个个鲜活的数字和故事是上海促进

残疾人事业全面发展的缩影，见证着上海

残疾人事业发展的铿锵步伐。今后五年，

一幅幅看得见、摸得着、体会得到的幸福图

景已经展开。上海市残联系统将以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

入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踔厉奋发，勇毅前

行，团结带领广大残疾人群众，进一步完善

残疾人社会保障制度和关爱服务体系，赋

予中国式现代化生动的实践内涵，促进残

疾人事业全面发展。

顶层设计推动残疾人事业高质量发展融入全市大局

精准帮扶托起残疾人“稳稳的幸福”筑牢底线民生

社会保障迈上新台阶

享受“两项补贴”

   .  万人次

享受信息消费优惠服务

  .  万人次

享受残疾人轮椅车燃油用电补贴

 . 万人次

重度残疾人城乡基本养老
保险、医疗保险政策覆盖率

   %

重度残疾人居家养护、
机构养护服务

  万人次

重度残疾人门急诊、住院
大病补贴医疗救助

  .  万人次

让残疾人更好地融入社会扩大基本民生

树立残疾人高品质生活新标杆提升质量民生

营造良好扶残助残氛围开展社会志愿活动

■ 本市首个加装无障碍电梯的重庆南路人行天桥投入使用

■ 特教学校的自闭症毕业生在花店圆梦

■ 全市多个社区事务受理服务中心为听障人士提供在线手
语视频服务

■ 上海“阳光201”残疾人就业服务综合平台助力残疾人实现高质量就业创业

■ 全国首家非视觉书店在上海开业

■ 熊爪咖啡成“网红”让社会
感受助残温暖

就业质量实现新提升

“阳光基地”、助残惠农经
济组织帮扶就业劳动增收

 .  万人

应届残疾人大学生就业

   人

机关、事业单位和国有企业
专项招录

   人

第六届全国残疾人职业技
能大赛

第一名

国际残疾人职业技能竞赛

文本处理项目第三名
职业技能培训

 .  万人次

机电一体化等
7个项目获

残疾预防和康复服务得到新改善

“十三五”时期康复服务有效率

  . %

与家庭医生签约

  余万人

配发辅具

  . 万人、  万件

特殊儿童康复救助

    人

享受免费健康体检

  .  万人次

融合教育取得新进展
残疾人学生高中入学率

  . %
普通高等院校就读

   人

适龄残疾儿童少年义务教
育入学率

超过  %

文体生活丰富新内涵

东京残奥会上海运动员为国争光

第十届全国残疾人艺术汇演

6个一等奖
创建社区自强健身点

   个

无障碍电影观众

逾 万人次

残疾人学生    人次

    名生活困难残疾人家庭子女

享受免费成人学历教育学费补贴

近    人
获得高等

教育学费补贴

  金  银  铜、 人次破世界纪录

亮出残疾人事业五年“成绩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