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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的事迹催人奋进
上海7名个人及8个集体荣获第7次全国自强模范等荣誉

上海市残疾人就业服务中心

坚持以“完善残疾人社会保障制

度和关爱服务体系”为工作目标，以

“共创共享共融”理念，构筑包容多元

环境，推动残疾人高质量就业。连续

四年应届高校残疾人毕业生就业率达

100%。搭建“阳光201”综合服务平

台，提供就业服务、创业指导、职业培

训、社会融合等一站式服务，吸纳17

家残疾人就业创业典型和社会助残机

构入驻，接待参访5.8万人次、开展融

合活动2900多场。

虹口区曲阳路街道“阳光之家”

依托特教团队，建立“文艺特奥+技

能实训+社会共建”服务模式，为1600余

名残疾人服务逾50万人次，时长50万小

时；定制“倾听训练—情绪识别—社交模

拟”阶梯化课程，依托智能穿戴设备实时

共享，形成“家庭、机构、个人”闭环管理；

打造“和鸣曲阳”助残联盟，创作我国首

部特教题材话剧《灿烂的阳光》，在上海、

北京、台湾等地公演100多场，社会反响

强烈。

杨浦区殷行街道残疾人联合会

打造“懂政策、有技能、怀真情”基层

助残队伍，将助残事项纳入社区事务受

理中心前台“一口受理”范畴，定期为残

疾人提供“线上业务线下办”“代办帮办”

服务；5年共救助困难残疾人8180余人

次；依托专业机构将康复课程、社区融合

活动、家属支持活动等结合，形成“管理

规范、服务高效、社会协同”运作模式；联

合8所院校、10多家企事业单位、200多

名志愿者，走访社区孤残老人185人次、

组织义卖10次。

上海市长宁区特殊职业
技术学校
以“爱让梦想成真”为办学理念，积

极探索特殊中职与高等教育衔接路径，

与长宁区开放大学合作，在全国率先开

展特殊青少年大专班课程；与上海开放

大学合作“特殊中职—大专”立交桥项

目，拓宽学生升学道路，12年共有119名

学生成功获得大专学历、8人顺利本科

毕业。构建产教融合、校企合作的学生

就业转衔发展支持模式，创建实践基地，

实现轻度残疾学生100%就业或升学、

542名学生就业。

上海三享两益青年职业
发展促进中心
秉持“以残助残”理念，开发“残疾人

女性职业发展计划”等公益项目，为残疾

人大学生、女性等提供职业发展支持；建

立公益天使社群，吸引500余名残疾人

参与，分享求职经验；开设手语入校微课

堂，举办1000余场线上线下活动，吸引

15万人次学手语，覆盖60多所学校和

130多家社会基地。

上海享农果蔬专业合作社

探索多元化路径助力残疾人增收

创收，多年来共帮助残疾人就业3023

人次，为残疾人增收3157余万元。搭

建孵化平台，构建残疾人创业帮扶体

系，为残疾人提供创业指导、项目推荐

和政策咨询等服务，带动崇明18个扶

残涉农经济组织和周边乡镇残疾人农

户增收，帮助残疾农户实现增收创收

2458万元。

交通银行党委宣传部企
业文化处
作为交通银行落实与中国残联全面

战略合作的对口部门，建立“总行统筹—

部门联动—机构落地”三级协同机制，推

动全行各级群团组织常态化开展助残志

愿服务活动。携手中国残联会同教育部

设立“交通银行特教园丁奖”，联合全国

学联开展“交通银行残疾大学生励志奖”

项目，18年累计执行慈善捐款1.19亿

元，资助3.73万余名贫困残疾学生、改善

126所特教学校办学条件、培训8200名

特教教师、表彰1799名优秀特教教师和

502名优秀残疾大学生。推动全行完善

无障碍设施建设和改造，通过远程视频

手语翻译、大字版手机银行App为听障

视障人士服务。

圆通速递有限公司

与中国残联联合发起“圆梦行动”

助残项目，帮助残疾人实现高质量就业

创业，截至今年2月底，全国建设近

8000家圆梦家园驿站，累计帮助14800

余名残疾人就业创业。设立多项基金，

累计投入资金近5000万元，用于项目

运营和助力残疾人事业全面发展；开发

岗位，安排残疾人及其亲属在多岗位实

现就业，并实施各类优惠政策，扶持残

疾人自主创业。

5月16日，第7次全国自强模范暨助残先进表彰大会在北京召开。大会上，上海
有6人荣获“全国自强模范”，8个集体荣获“全国残疾人工作先进集体”，1人荣获“全
国残疾人工作先进个人”。在昨天举行的市政府残工委（扩大）会议上，又诞生了一批
上海市自强模范暨扶残助残先进。他们的事迹感召着社会各界，激励着大家向他们
学习，在自强自立和扶残助残的道路上继续奋进。

下面，就让我们看看荣获全国自强模范暨助残先进荣誉的事迹吧！

■ 陆学峰
肢体四级，乾荼文化发展（上海）有限公司总经理

他曾一边工作，一边参加上海市残疾人体育训练中心和

残疾人举重国家队的训练，连续4年获评“全国残疾人体育先

进个人”称号。退役后创办茶饮品牌“荼小爱”，推出残健同行

“2+X”用人模式，即“2名健全员工+X名残障员工”，带动残疾

人员工就业创业。截至目前，已有7家门店，为100余名特教

班学生提供实习机会，带动15名残疾人就业创业，并以培训、

帮扶等形式关爱残障人士5000余人。他还深入调研残疾人生

活和工作状况，积极参与无障碍环境建设的相关调研工作和

志愿助残活动。

■ 辜海燕
肢体三级，上海市残疾人文化体育促进中心运动员

她是轮椅击剑国家队队员、国际赛场上的“金牌收割机”。

在2021年东京残奥会上摘得女子花剑个人A级和团体赛两枚

金牌，在2024年巴黎残奥会参加花剑、重剑、佩剑3个剑种5个

项目，获3金、1银、1铜成绩，成为中国首位在一届残奥会上参与

三剑种并夺牌的运动员。她还光荣地担任巴黎残奥会中国代表

团开幕式旗手，用拼搏与努力向世界展示中国残疾人运动员风

采。

■ 叶浩
肢体四级，上海兑观信息科技技术有限公司总经理

他主要从事计算机视觉技术、神经网络研究，发表国际学

术会议与专业期刊论文20余篇，申请专利9项（授权4项），获得

软件著作权26项。运用专业技能，利用AI技术实现残疾人证申

办材料内容自动化检索，提高残疾人证核发管理智能审核业务

材料的效率。心系残疾人群体，在实际工作中发现档案管理工

作适合残疾人，便主动与浦东新区对接，开展档案整理师培

训，通过学习和实操培训，帮助残疾人在档案行业就业。

■ 吴斐
听力二级，上海应用技术大学艺术与设计学院特教党支部

书记、特教班专职辅导员

她是上海应用技术大学首届聋人特教班本科毕业生，以感

恩之心反哺母校，深耕特殊教育一线十载，创新构建听障大学生

就业育人体系，助力200余名听障大学生实现高质量就业，近五

年就业率持续保持100%。

首创“全过程就业模式”，建立“一生一档”动态管理数据库，实

行“追踪式+个性化”双轨指导策略，借助独创的“手语+文字+图示”

三维沟通法，破解残健交流壁垒，累计开展就业指导3000余小时、

陪同面试300余次，助推学生入职世界500强等企业。

■ 蒋政强
视力一级，香港中文大学在读研究生

他是多个宣讲团成员，主动学习并积极宣讲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引导残疾人“学听跟”。开展

校园视障融合主题团日活动，覆盖上海交通大学等多所上

海著名高校，参与人数逾千。参与对多个城市大型公共交

通场所的无障碍设施测评，助力全国无障碍城市建设。为

视障人群提供口述影像服务，创编无障碍文娱作品，观看总

人数逾1.5万。

■ 庄重
肢体三级，上海图漫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总经理

创办上海图漫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专注各类新型技术研发，

实现设计流程的自动化与高效化，将设计周期缩短70%以上。

自主研发智能设计系统，累计服务超500个家庭及商业项目；在

公司内有针对性地开发AI数据标注、平面设计等岗位，吸纳残

疾人就业。深化校企合作，与上海应用技术大学共建“AI设计

实训基地”，接纳残疾人学生参与项目实践。

■ 金晶
肢体三级，普陀区残疾人联合会党组成员、副理事长

作为市人大代表，积极为残疾人发声，提出《关于开展

残疾人机动（电动）轮椅车驾驶能力鉴定的建议》等35条

建议。2019年提出的《关于加快推进〈上海市无障碍环境

建设条例〉实施的建议》，推动《上海市无障碍环境建设条

例》颁布实施，为本市无障碍环境建设筑牢了坚实的法律

基础。

积极推进残疾人创业就业，组织开展“手工皮艺制作”

等项目，开展就业援助“暖心活动”，通过岗位援助、服务援

助和政策援助，为残疾人提供个性化职业指导。全力推进

“一区一品”创建，组建残健融合龙舟队。

全国自强模范

全国残疾人工作先进集体

全国残疾人工作先进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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