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

责编：方慧玲审读：腊腊组版：李珊玲
2016

年
10

月
1

日星期六回望五年发展成就喜庆市五次党代会召开

造福残疾人 为信阳添彩

———“十二五”期间我市残疾人工作回顾

根据第二次全国残疾人抽样
调查显示，我市共有各类残疾人

49

万人（不含固始），全市持证残疾人
13.98

万人。市残联是市委、市政府
联系全市残疾人的桥梁和纽带，发
展全市残疾人事业，代表残疾人共
同利益，维护残疾人合法权益。

“十二五”期间，在各级党委、

政府的高度重视下，在各级政府残
工委成员单位的密切配合下，在各
级残联工作者的共同努力下，我市
圆满完成各项残疾人工作，取得了
显著成效， 连续

3

年被省政府残工
委评为“全省残疾人工作先进市”，

先后获得“全国创建白内障无障碍
市”“全国残疾人体育先进单位”

“河南省残疾人就业保障金征收先
进单位”“河南省残疾人就业培训
工程先进单位”等荣誉。

近年来，一项项优惠政策的出
台，一项项精湛业务的推进，一次
次扶残活动的开展，一个个助残项
目的落地，犹如冬日暖阳温暖残疾
人的心灵，照亮残疾人的未来。

高度重视，残疾人事业发展有
保障

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残疾人
事业，明确了党委领导、政府负责
的残疾人工作领导体制，完善政府
主导、社会参与、残疾人组织充分
发挥作用的工作机制，并将残疾人
民生实事纳入市政府民生工程，细
化落实措施， 切实发挥高端引领、

整体带动的作用。市四大班子领导
怀着深厚的感情抓残疾人工作，多
次出席重大活动，统筹谋划优先落
实各项惠残政策，为推动全市残疾
人事业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后盾。

“十二五”期间，市、县两级政府在
残疾人康复、就业培训、社会保障、

文化体育、组织建设、扶贫、托养、

综合服务设施建设等方面累计投
入资金近亿元，为残疾人事业的发
展提供了资金支持。我市广大残疾
人“自尊、自信、自强、自立”精神得
到充分展示，物质文化生活得到进
一步改善，受到社会各界的普遍关
注和高度赞誉。

亮点纷呈，各项业务工作扎实
推进

健全完善保障体系。残疾人社
会保障体系建设是保民生、 兜底
线、促公平的重要举措，是保障残
疾人基本民生的安全网。

2015

年，

我市在全省率先建立重度残疾人
护理补贴和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
制度，每人每月

50

元，惠及持证重

度、困难残疾人
6.74

万人。

2012

年，

市政府将“全市三级
16-59

周岁特
困残疾人最低养老保险费由政府
代缴”纳入“十件实事”，全市共有

5

万余名
1-3

级残疾人最低养老保险
费由政府代缴。城镇残疾人普遍享
受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将重度
残疾人参保范围扩展为

1-3

级，每
人每年只需缴纳

10

元，农村残疾人
新农合参保比例近

100%

。 通过实
施贫困残疾人家庭无障碍改造、残
疾人机动轮椅燃油补贴等助残项
目，帮助残疾人

2

万余人。部分县区
为残疾人免费发放公交爱心卡，凭
残疾人证可免费乘坐公交车。市县
乡三级全部建立残疾人法律救助
工作站，明确职责，制定了具体救
助措施。 为及时倾听残疾人心声，

帮助残疾人解决困难， 开通了

12385

残疾人服务热线。

创新推进康复服务。为加快推
进残疾人“人人享有康复服务”工
作，全市共建立乡镇、村（社区）康
复室

290

个， 培训残疾人康复协调
员
1066

名。部分县区将残疾人康复
经费按总人口数的人均

0.5

元的标
准，纳入财政预算，为残疾人“人人
享有康复服务”奠定了基础。市、县
区全部建成了规范化的聋儿语训
中心和残疾人辅助器具服务中心，

为就近提供辅助器具和残疾儿童
抢救性康复服务创造了条件， 为

7

万多名残疾人提供了康复服务，全
部超额完成任务。

加大教育扶贫力度。目前我市
6-14

周岁在校残疾儿童、 少年有
3308

人。 资助残疾人大学生
300

余
名，其中近

20

名困难残疾人家庭大

学生由资助单位资助至大学毕业。

将贫困残疾人作为重点扶持群体
纳入政府扶贫开发计划， 统筹安
排，优先帮扶，已完成近

3

万户贫困
残疾人建档立卡工作。投入资金近
300

万元，建立省、市二级农村残疾
人扶贫示范基地

16

个，辐射带动残
疾人家庭近

1000

户。争取上级残联
危房改造资金， 改造残疾人危房
3815

户。全市建成残疾人托养机构
7

所，集中托养
5197

名
16-59

周岁智
力、 精神残疾人和重度肢体残疾
人。 市马鞍山残疾人托养中心，是
全省唯一一家全国第二批“阳光家
园”示范创建机构达标单位。

宣传活动有声有色。每年的全
国助残日、“

12

·

4

”全国法制宣传日
等活动期间， 通过发放小册子、张
贴宣传画、开办法律维权讲座等方

式，增强残疾人学法、懂法、用法、

守法的能力， 提高自我维权意识。

同时，加大对汪功顺、胡远月等残
疾人先进事迹的宣传报道，充分发
挥典型引导作用，鼓励广大残疾人
不断增强自我发展能力，积极参与
和融入社会。成功举办第一届信阳
市残疾人运动会，充分展示我市残
疾人的时代风采。在市图书馆增设
了残疾人阅览室和盲人阅览室

,

为
残疾人提供阅读专座，保证残疾人
能够就近、就便阅读。

多措并举，各项民生工程落地
开花

积极开展残疾人就业培训工
程。市委、市政府将残疾人就业培
训工程纳入“民生工程”“全民技能
振兴培训工程”统一安排，总体部
署。通过多种培训方式，促进残疾

人就业：开展订单培训，实现培训
后上岗就业；开展依托公司培训就
业“一体化”，提高就业率；依托“公
司

+

农户”“辐射
+

带动”模式，提高
农村残疾人收入， 取得了明显成
效；创新残疾人电商培训新模式，

促使残疾人成为“网店”创业者，

实现居家就业；坚持做到“三实”

培训，即培训人员实、培训质量实
和就业率实，杜绝虚假培训，数字
就业。

5

年来， 全市共培训残疾人
37097

人，实现残疾人就业或增收
22901

人， 其中盲人培训率在
90%

以上。

全面启动贫困残疾儿童抢救
性康复工程。市委、市政府每年将
此项工作列入全市民生工程，成立
领导小组，印发《关于信阳市贫困
残疾儿童抢救性康复工程实施方

案的通知》，明确了任务、目标，落
实了资金。各县区建立、完善了贫
困残疾儿童筛查机制，明确了责任
人， 每季度向市残联报送筛查情
况。为增强教学和服务质量，市聋
儿语训中心面向社会招聘

10

名有
资质的专业教师和医护人员。每
年举办聋儿语训师资培训班，对
市、 县区聋儿语训机构进行了全
面培训。

5

年来， 全市共实现人工
耳蜗救助

125

名，脑瘫儿童康复
280

名，智残儿童康复
560

名，聋儿康复
360

名。

加快残疾人综合服务设施建
设。“十二五”期间，全市共报省发
改委备案残疾人康复服务设施项
目
8

个，残疾人托养服务设施项目
9

个。目前，已完成施工并投入使用
的县级项目

1

个， 正在施工的市级
项目

1

个、县级项目
2

个，准备开工
的县区项目

2

个。 市残疾人综合服
务中心自新建以来， 连续

3

年被市
委、市政府纳入“双十工程”。目前
一期主体工程已竣工，正在进行内
部装修。

爱心涌动，社会各界踊跃同心
助残

打造“同心助残”活动品牌。通
过连续

5

年举办“同心助残”活动和
豫南商会、 厚东爱心捐赠等活动，

争取社会捐赠资金
1200

余万元，外
用药品价值

89

万元、衣物鞋帽价值
50

万元。捐赠款物全部用于残疾人
困难救助、培训补贴、危房改造等，

并在慈善总会建立残疾人助残基
金专户。成立信阳市爱心助残书画
院，募集爱心书画家作品

300

余幅，

其中有多幅是德高望重的艺术家
如唐玉润、戴南园、李乾山的作品，

中国书协理事作品
5

幅， 全国人大
代表作品

1

幅， 河南省书协副主席
作品

2

幅等，根据书画院成立宗旨，

募集作品择期拍卖，资金用于发展
残疾人事业。成功举办大别山同心
助残慈善书画展。市、县残联在每
年的“全国助残日”“国际残疾人
日”、春节等重大节日，开展走访慰
问残疾人活动。

今后
5

年， 市残联将乘第五次
党代会的东风， 扬帆奋起拼全力，

努力为全市残疾人编织一个更密
更实更有温度的民生网、 保障网、

爱心网，确保每一位残疾人在小康
路上不拖后腿不掉队，为残疾人造
福，为信阳增光添彩！

（文图由信阳市残疾人联合会
提供）

2015

年
9

月
10

日上午，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和中国基督教两会共同在信阳市图书馆一楼
大厅举行“共享阳光下的温暖———中国基督教两会助残（河南）项目”捐赠仪式。

在“回报社会奉献爱心———延佛国际慈善基金轮椅捐赠暨厚东
救助残疾人安居工程启动仪式”上，驻信官兵做助残志愿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