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竹林沧海，爱在点滴间绽放。
安吉，这座联合国人居奖的获

得县，村落别致、藏富于民。
这个幸福指数达85.12的位居

浙江西北的门户县城，为残障人士
铺就了一张幸福蓝图：优化无障碍
环境，强化“保障与服务”双重职
责，让幸福种子在县城各个角落遍
地生花。

今年以来，安吉县残联继续将
抓服务促民生作为第一要务，着力
提升残疾人幸福指数；坚持抓政策
扶持促就业，铺就残障人士“自助”
之路，加快残疾人奔小康的步伐；
进一步优化环境，提高残疾人社会
参与水平，织就一张保障残疾人的
幸福之网。

安吉 织就残障人士“幸福网”

“大爷，您有什么需要？”日前，在开展康复服
务进社区进家庭项目期间，孝丰镇大河村康复协
调员潘仕英到78岁的陈生喜老人家核实信息，询
问起老人的康复困难以及需求。

“我想要一台轮椅，天冷了，这腿啊更是动弹
不得了”，没过几天，潘仕英就将一辆崭新的轮椅
送到了陈生喜老人手里。

陈生喜老人的愿望得以实现，得益于一套名
为“安吉县残疾人需求与服务”的电子系统。据
了解，该电子系统由安吉县残联自行开发，登录
系统后能够查询到全县10000余名持证残疾人
的基本信息。

助残工作人员将残疾人的基本需求录入，生
成康复档案，并通过“残疾人需求调查”这一子系
统，将残疾人提出的康复需求传递到镇、县两级，
使残疾人的需求可以足不出户就能得到满足。

据安吉县残联康复部门的工作人员介绍，在
以往，残疾人的康复需求要由本人提出，但由于
许多残疾人不熟悉申请方式，导致大多时候诉求
无法实现。

如今残疾人只需将诉求反映给登门入户的
村康复协调员，由他们将需求信息录入系统。乡
镇（街道）先进行初审，再将信息上传到县一级，
由县残联确认审核，最终将结果反馈到村一级，
由村一级负责落实服务。

杭垓镇磻溪村的吴昊在村康复协调员登门
期间提出了“想要助听器”的需求，通过信息录入
审核，吴昊助听器的需求变成了现实。

“以前有需求都不知道去哪里申请，找谁申
请，费时费力。现在好了，只要张张嘴，咱合理的
要求就能得到满足。”

对于吴昊的这番话，村康复协调员工作人员
也深有感触。如今有了这系统，审核时间大大缩
短，工作效率明显提高，也让老百姓“提前”享受
了实惠。

据了解，为了配合该电子系统，安吉县于今
年上半年启动辖区残疾人信息核对和需求调查
工作，加大村康复协调员工作的频率和力度，及
时了解残疾人的康复、教育就业、文化等需求与
特长。

这一工作方式由过去残疾人被动发声转变
为助残工作人员主动服务。截至目前，已有15个
乡镇（街道）的残疾人通过“需求调查”子系统表
达康复、教育就业和文化特长等需求，并尽快得
到了满足。

同时，结合残疾人需求与服务系统，安吉县
在全县展开残疾人辅助器具进社区进家庭活动，
使服务落实地更为准确、到位，也使康复服务网
络体系逐步完善，充分体现了“利民”这一服务宗
旨。

此外，安吉县残联还通过“惠民、便民”等一
系列有效举措，全面提高了残疾人的康复服务水
平。

继续深化康复工程，今年完成白内障患者免
费手术80例、免费验配助听器80例、免费发放助
视器15台、免费假肢安装21名，累计共投入资金
50.5万元；全面实施了“残疾儿童抢救性康复项
目”，本年度有36名儿童参加了相应的康复训练，
为2名儿童配备辅具设备，让惠民举措深入人心。

加快服务设施建设，突出“便民”。目前安吉
县已完成了丰食溪、南北庄、安城3家康复示范站
建设，总数达到13家，其中1家为省级残疾人社
区康复示范站，2家为市级残疾人社区康复示范
站，基本建成“1+15+X”20分钟康复服务圈，与此
同时，印发《安吉县残疾人社区康复指导示范站
考核办法》，对残疾人康复指导示范站每年考核1
次，每3年复评1次，切实提升服务残疾人质量，
充分发挥残疾人康复站功能。

提高残疾人康复服务水平

家住杭垓镇大坑村的郭先琴，
因精神残疾，长期需要家人照顾。
以前，家庭经济条件差，家人为了
改善生活时常外出打工，郭先琴无
人照看，就成了整天在大街上转悠
的“流浪人”，时常饥一顿饱一餐。

杭垓镇残联的工作人员入户
调查了解郭先琴的情况后，为她申
请了重度残疾人基本生活保障金，
郭先琴的生活得到了彻底改变。

郭先琴仅是安吉县享受基本
生活保障工程中获益残疾人中的
一个缩影。据了解，自2008年安吉
县实施残疾人共享小康工程及各
项保障政策以来，累计近万名残疾
人得到保障与服务。

数据显示，仅 2014 年，就有

2595名重度残疾人纳入基本生活
保障，有1480名无固定收入残疾人
拿到每月100元的生活补贴，15名
贫困残疾人得到临时救助，11名重
大疾病农村残疾人享受省级爱心
助残特殊救助。

此外，安吉县实施贫困残疾人
重大疾病和精神患者住院医疗救
助，有 35 人获益，累计救助资金
11.7万元；为全县400多名低保精
神病人实施免费送药工作，4个季
度共服务1600多人次；通过政府公
开招标形式为全县 10385 名持证
残疾人统一购买意外保险。

为了构筑残障人士全方位的
保障，安吉县继续做好针对个体户
残疾人养老保险补助工作，确保应

保尽保。结合群众路线教育实践
活动，根据县残联走访调研工作的
安排部署，对全县贫困残疾人家庭
危房进行调查摸底和排查工作，全
年实施残疾人危房改造55户。

与此同时，安吉县积极开展残
疾人法律援助工作，与学志律师事
务所进行合作，现已受理法律援助
4件，深化与安吉县法院残疾人司
法救助合作，提高了司法救助力
度，切实完善残疾人合法权益保障
机制。

残疾人基本生活保障和救助
体系的完善，织就残疾人社会保障

“安全网”，使得安吉残疾人基本生
活有保障，逐步提升了残疾人生活
的质量。

铺就残疾人社会保障“安全网”铺就残疾人社会保障“安全网”

“感谢政府为我们残疾人考
虑，给我们这么贴心的服务。”近
日，说到重度残疾人居家安养服
务，天子湖镇曹美芳家人充满了
感激之情，都说这项服务给全家
帮了大忙。

曹美芳肢体二级残疾，家境
生活困难。前几年，二级残疾还
未纳入托（安）养服务的范畴，曹
美芳生活又无法自理，需要家中
抽出一名壮劳力专职照顾她的生
活起居，给家庭带来了巨大的经
济负担。

自从安吉县托（安）养政策扩
面后，曹美芳享受到了居家安养服
务，使她彻底告别以前那种担心受
怕的日子。“有了补助，心里踏实多
了，我也能补贴点家用了”。

重度残疾人居家安养服务政
府来“买单”，是2008年9月起安吉
县残联为减轻残疾人的家庭负担，
进一步改善残疾人的生存状况而
实行的重度残疾人居家安养惠民
工程。目前，全县有1085名重度残
疾人享受到这一惠民政策。

在实施重度残疾人居家安养

惠民工程中，还提高了托（安）养
补助标准，集中托养从 12000 元/
年提高到 15000 元/年，居家安养
从4800元/年提高到6000元/年。

在政策保障的同时，安吉县
残联还建成了湖州市首家公立公
办的残疾人托养中心，做好残障
人士服务载体建设工作。该中心
于今年10月16日正式投入运营，
为全县残疾人提供集中托养、康
复训练和治疗服务。

近日，笔者走进托养中心，崭
新的托养大楼里入托残疾人正悠
闲地看着电视。“干净、舒适，像家
里一样方便。”昌硕街道云鸿社区
居民汪云说。托养中心外山清水
绿，屋内窗明几净，康复设施一应
俱全。

“整个托养中心分为托养、服
务功能、康复理疗、活动及工疗五
大区域，其中托养区目前共有床
位138张，前期推出46张，分为两
人间、三人间、六人间，所有的房
间都配有电视、空调等设施。”托
养中心主任周琳介绍说，考虑到
入托人员身体情况，每张床位均

采用医用多功能传呼对讲系统，
护理人员则按照1：4标准配备。

这里设施先进，设备齐全，就
连收费也“接地气”。根据床位类
型、护理等级等不同标准进行收
费，每月费用标准从 1800 元到
3000 元不等，按照规定，重度残
疾人还能享受集中安养补助，每
年 的 补 助 金 金 额 为 7500 元 或
15000 元，这笔费用便可以直接
用于抵减收费。

“按入托人员每年有 15000
元的集中安养补助，享受二级护
理、最高600元伙食费及650元三
人间床位费这些条件来核算，他
们每月仅需支付 1300 元就能享
受到所有服务。”周琳给大家“算
了一笔账”。

据介绍，安吉县残疾人服务
载体建设日臻完善，目前，安吉县
拥有民办托养机构 5 家，125 名重
度残疾人得到庇护（托养）服务；
依托“乡镇居家养老服务中心”，
在 50%的乡镇创办残疾人托养

（日间照料）庇护机构，基本建成
“1+6+X”20分钟托养服务圈。

深入推进托（安）养提标扩面工作

家住梅溪镇红庙村的残疾人
陈美娥患类风湿性关节炎已经有
15 年了，现在手脚关节萎缩，一
日三餐靠丈夫喂。丈夫向家国既
要干农活，又要照顾卧病在床的
妻子，日子过得着实不易。

今年 9 月份，安吉县残联得
知陈美娥家的困难后，将医用升
降床、轮椅、衣架、活动坐便器等
设施送到她家。考虑到陈美娥长
期卧病在床，很容易长褥疮，残联
又送了防褥疮床垫。

安吉县残联还花钱在陈美娥
家门口浇筑了一个斜坡。“这样我
老婆有时出门晒太阳，我推轮椅
就方便多了。”向家国感激地说。

为了推行残疾人无障碍出行
服务，安吉县残联开展了无障碍
设施进家庭工作，使像陈美娥这
样的残障人士获益。

据了解，安吉县残联无障碍
设施（辅具）进家庭自 2012 起开
始实施，今年已实施 101 户，总投
入 36.5 万元；累计已实施无障碍
进家庭 200 户，发放无障碍辅具
1073 件，其中配送护理床 68 张，
安装扶手 88 个，无障碍移动坡道
21 组，家庭无障碍改造 12 户，其
他辅具 884 件，总投入资金约 89
万元，本年度 11 月份再扩大实施
无障碍设施（辅具）进家庭53户。

除了推进残疾人家庭的无障
碍环境改造，安吉县还出台了《
安吉县宜居乐活残疾人十大无障
碍行动》（2012——2015），每年在
全县范围内开展无障碍环境建

设：在安吉县实验初中和县老年
大学开展手语培训班，在全县信
用联社网点开设手语培训视频教
学，畅通残疾人信息交流；按照政
务公开的要求，在残联网站发布
残疾人的政策信息、办事程序，在
浙江政务服务网公布 13 项便民
服务办事流程，为残疾人办事提
供便利⋯⋯

与安吉县残疾人家庭无障碍
环境优化的同时，残障人士的文
体环境也日渐优化，安吉的残疾
人在文体活动中更是表现优异。

在全国第八届残疾人运动会
上，安吉县残疾人运动员获得 6
金 5 银 3 铜，成绩位列湖州市第
一，实现了安吉县运动员参赛人
数最多、参赛项目最广、参赛成绩
最好的“三项历史之最”。

文 化 工 作 实 现 新 的 跨 越 ，
2013 年，安吉县成立残疾人竹叶
龙舞蹈队，在省、市文艺汇演中荣
获一等奖，同年，完成了安吉县

“同行”残疾人艺术团、体育协会、
文艺协会注册工作，“同行”残疾
人艺术团成为全省首家县级残疾
人艺术团，已经参加了 2014 年夏
季法国第42届和平艺术节。

物质的保障让安吉的残疾人
士得以吃饱穿暖，文体环境的改
善更是打开了一扇残疾人的精神
之窗，让他们沐浴温暖，感受精神
的富足。

一个个惠及残障人士的举措，
让爱的种子逐渐生根发芽，使得安
吉县残疾人事业结出硕果累累。

切实优化残疾人生活环境

艺术团在法国演出艺术团在法国演出

残障人士技能训练

走访

手语培训

托养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