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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亮残疾人生活之光
——安塞区残联助残扶残工作纪实

通讯员 郝丽萍 记者 朱佳雨

2024年 9月 13日，安塞区残联组织召开了全区专
职委员业务培训会，区残联全体干部职工与各镇（街）、
村（社区）专委齐聚一堂，共同学习残联业务知识。培训
会上，各分管领导倾囊相授，围绕残疾人维权、教育、康
复等政策进行了讲解，旨在全方位提升专委的业务素养
与服务能力。

此次培训不仅让专委们通过持续学习、实践与交
流，将政策理论知识内化于心、外化于行，更让他们能怀
揣着对残疾人的赤诚关爱，主动深入残疾人家庭，深入
了解其生活状况、需求痛点，以无私奉献和用心服务，搭
建起与残疾人心灵相通的桥梁，让他们真切感受到社会
大家庭的关怀与温暖。

安塞区残联在“我为群众办实事”的征程中笃定前
行，全力推动党和政府的惠残政策落地生根，开花结果。
为全区7134名持证残疾人建档立卡，常态化保持信息数

据的动态更新，创新性地构建起从发证到注销的“闭环管
理”新模式，为残疾人服务提供了坚实的数据基础。同
时，在残疾人证办理流程上不断优化，打破地域限制，实
现跨省通办，将办证权限下沉至基层，极大地缩短了办证
时长，提高了办事效率，让残疾人办事更加便捷高效。

在残疾人康复、就业、教育、社会保障和维权等关键
领域，安塞区残联积极探索创新服务模式。借助残联微
信公众号和全区残疾人工作者及残疾人（区、镇、村三级
残疾人工作）微信群，构建起上下畅通的信息交流渠道，
及时传递政策信息，第一时间收集残疾人的需求和建
议。以残疾人访视为抓手，深入了解残疾人的实际困
难，大力推行“代理代办”和上门服务，真正做到让残疾
人少跑腿甚至不跑腿，切实打通了服务残疾人的“最后
一公里”，将温暖与关怀精准送达每一位残疾人身边，为
他们的生活带来实实在在的改变。

有这样一群人，他们虽身体残障，却从未被生
活遗忘。2024年，安塞区残联从组织建设的精心
谋划到服务水平的精准提升，再到真情关怀的倾心
付出，残联党员干部用实际行动诠释着责任与担
当，为残疾人搭建起一座通往美好生活的爱心桥
梁，让温暖与希望在每一位残疾人心中生根发芽，
绽放出绚丽的光彩。

在化子坪镇沙湾村，有这样一位坚强的母亲闫德
花，她的儿子王晓宇智力低下，生活上需要长期照
护。尽管生活充满艰辛，但闫德花一家从未放弃希
望。区残联化子坪镇残疾人专职委员郭文平得知闫
德花的家庭困境后，主动伸出援手，不但为她家送来
猪仔、鸡仔等，还帮助她发展家庭养殖，增加收入来
源。同时，在农忙时节，郭文平还会为他们提供专业
的技术指导，助力农作物丰收。

闫德花感激地说：“郭主席就像我们的亲人一样，
不仅经常关心我们的生活，还为我们申请了 5000元
的创业补助，每到大棚栽种和收成的时候，总会送来
急需的苗子、化肥。经常来家里摸排情况，有时还会
给孩子带几件衣服或者背一袋饲料，我们心里非常感
谢他。”

如今，在残联的帮助下，闫德花的丈夫通过种植
蔬菜大棚，每年有 5万多元的收入，闫德花也能既在
家照顾儿子，又通过养殖和种植蔬菜，满足一家人的
生活所需，一家人的生活逐渐走上正轨，日子也有了
希望。

在坪桥镇西洼界村，残疾儿童樊袁袁一家的生活
同样牵动着区残联的心。为了供孩子们上学，樊袁袁
一家搬到城里，租住在马家沟一个狭小的窑洞中，生
活条件艰苦。区残联党组书记、理事长雷锦艳了解情
况后，带领干部职工来到樊袁袁家中，为他们置换了
崭新的床单被褥，给孩子们送去了书包和文具，还利
用周末时间对房屋进行了改造，让这个家焕然一新。

樊袁袁心里知道家里经济贫困，窑洞里的白墙泥
皮脱落了好大一块，虽然用一个架子床遮挡着，但是夜
晚睡觉的时候总有白灰掉落在脸上。家里没有多余的
钱进行维修，更何况买一个只能用来学习的书桌呢？
他们姐弟几人趴在凳子上、炕上写作业已经习以为常。

“我们有新书桌可以写字了，还有新书包和新文
具，谢谢阿姨。”孩子们的感谢让雷锦艳很感动，“竭尽

所能，为残疾人做好每一件事，帮助他们融入
正常社会生活，是我义不容辞的责任和最

大的心愿。看到孩子们的笑容，我更
加坚定了为残疾人事业不懈奋斗的
决心。”

回首 2024年，区残联在残
疾儿童康复领域，为 86名残疾
儿童办理了康复项目，投入康
复救助资金高达 147.33万元，
为孩子们的健康成长点亮了
希望之光。通过线上平台，

对全区599名有需求的持证残疾人进行了全面评估，
免费发放护理床、轮椅、腋仗等各类辅具630件，助听
器 70台，有效改善了残疾人的生活自理能力和生活
质量。同时，为200名听力障碍人群现场验配助听器
200台，为 23名肢体残疾人适配假肢，为 18个村（社
区）助残就业服务驿站，配备轮椅、坐便椅等辅助器具
612件，为全区精神病患者免费发放药物411人次，全
方位保障了残疾人的康复需求。

在生活保障方面，区残联为全区各镇（街）残疾人
专职委员和村（社区）残疾人专职委员发放棉衣 216
件，为全区残疾人发放洗护用品1098份，让残疾人在
寒冷的冬天感受到温暖，在日常生活中感受到关爱。
此外，还为 2949名有需求的残疾人进行了精准康复
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实现了综合康复服务覆盖率
100%，服务覆盖面达到41.58%，为残疾人的健康保驾
护航。

在产业扶持与就业促进方面，安塞区残联为 39
户残疾人实施“阳光增收”项目，为 11户残疾人开展

“自主创业”项目，为60户农村残疾人推行“家庭经营
扶持”项目，每户给予 5000元补助，激发了残疾人的
创业热情和内生动力。为全区40名大棚种植户发放
301袋高钙有机肥和 165卷农用地膜，助力产业发
展。扶持 80户农村残疾人家庭产业，实施实物发放
项目，优先照顾“千万工程”示范村内的残疾人家庭、
易返贫致贫的残疾人监测户、农村低收入残疾人和
农村重度残疾人，发放猪仔、玉米和高钙有机肥，每
户平均 3000元，帮助有劳动能力和意愿的农村残疾
人通过产业扶持实现增收致富。组织开展化妆刷手
工制作、大棚种植、服装制作、养殖、盲人按摩等实用
技术培训，培训残疾人和残疾人亲属 220人，提升了
他们的就业技能和创业能力。为全区 272名农村重
度困难残疾人购买居家托养和照护服务，缓解了家庭
负担。持续打造“美丽工坊”，带动 56名残疾妇女就
业，使她们的家庭每月稳定增收约800元。通过开展
现场招聘会，集中帮扶残疾人就业，为残疾人搭建了
就业平台，拓宽了就业渠道。

展望 2025年，安塞区残联将以推动残疾人事业
高质量发展为核心目标，持续深耕残疾人康复、教育、
就业、社保、维权、宣传等关键领域，不断优化公共服
务供给，提升服务质量和水平，全力促进残疾人的全
面发展和共同富裕。同时以更加坚定的信念、更加
饱满的热情、更加务实的作风，努力满足残疾人
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为残疾人创造更加有
尊严、有品质的幸福生活。

健全服务体系 守护美好未来
倾心关怀 让爱无“碍”CA

“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种植生产作为农户经
济收入的重要基石，在残疾人的生活中扮演着重要角
色。2024年 4月中旬，正值春耕大忙时节，砖窑湾镇李
盆窑子村的安塞区映山红种养结合家庭农场，旋耕机在
田间轰鸣穿梭，工人们有条不紊地进行播种作业，勾勒
出一幅充满生机与希望的田园画卷。而在这春种的关
键时期，安塞区残联为农场送去了有机肥、种子等农资，
暖心支持如春风化雨，助力农场在多元化、专业化、规模
化的发展道路上稳步迈进。

映山红家庭农场负责人白晓满怀感激地说：“这几
年区残联对我这个家庭农场扶持很多，农场如今已带动
11名残疾人就业。今天他们又送来了化肥和种子，让我
对农场的未来充满信心，我一定全力以赴，把农场经营得
更加出色，为残疾人提供更多的就业岗位和发展空间。”

“我们将映山红家庭农场作为残疾人辅助性就业基
地，正是看中了它在带动残疾人就业方面的显著成效和
良好前景。今后，我们会在项目和物资上给予更多倾
斜，持续扶持农场发展壮大，为残疾人事业贡献更多力
量。”区残联主任科员吴永威说。

在安塞区，像白晓这样受到区残联扶持的农户不在
少数。化子坪镇黑泉驿村种植户张庆祥说：“我种大棚

已经 7年了，区残联在大棚种植上给予的技术
指导、创业资金支持以及农资帮助，每

一项都实实在在地帮助我节约

了成本，增加了收入，这份恩情我铭记于心。”同镇的周
河村种植户尚武美也说：“有了区残联的助力，我种大棚
的干劲更足了，生活也更有盼头了。”

为进一步提升残疾人科学种植、管理蔬菜的技术水
平，增强农产品市场竞争力，促进残疾人增收致富。5月
中旬，安塞区残联精心举办了为期7天的残疾人大棚种
植技术培训班，组织了60余名残疾人种植户踊跃参加。

高桥镇赵家湾村村民张毛女说：“以前种大棚全凭
感觉摸索，走了不少弯路。通过这几天的培训，我了解
了更多的种植知识。这真是一次非常好的学习机会，如
果还有下次培训，我一定第一个报名参加。”

与此同时，为提升残疾人养殖技能，安塞区残联还举
办了残疾人养殖技术培训班，参加培训的残疾人纷纷说：

“如今的产业发展趋势是种养结合，在培训老师的专业指
导下，我们学着种好蔬菜，养好牲畜，产业多
了，收入也多了，以后的光景会更好。”

“举办好产业发展技术培训
班，目的就是让参训的学员真正
掌握实用的种植养殖技术，学
到脱贫致富的本领，从而有
效改善他们的生活质量，
让他们能够更加自信、自
立地面对生活。”区残联
副理事长程世明说。

B 残疾人就业 为幸福生活“添砖加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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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塞区残联专委为残疾人送去猪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