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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
刊政策 深 读

上门办证 助康复
帮就业
把关怀送到
残疾群众的心坎上

本报讯（记者 卢文军 通
讯员 刘书红）“老伴脑出血后
遗症偏瘫好多年了，下不了床，
孩儿们都在外地工作，我也不
会开车，一直想给老伴办个残
疾证，也出不了门。现在好了，
县残联带着医生来到家里给俺
办证，还给俺说平时咋康复、咋
吃药，真是太感谢了……”昨
日，当中牟县残联组织评残医
生入户办理残疾人证时，残疾
人家属王女士激动地说。

据了解，为重病在床、出行
困难的残疾人入户办证是中牟
县残联党建引领网格化的一
项常态化便民服务举措。评
残医生在残疾人家中进行残
疾评定，给残疾人提供专业的
康复建议、用药指导等医疗服
务。残联工作人员宣传惠残
政策，及时提供有效帮助，切
实将一系列暖心服务送到残疾
人家中。

为促进残健共融，中牟县
政协、县残联、郑州海昌海洋公
园联合带领孤独症及其他特殊
儿童一起走进郑州海昌海洋旅
游度假区，和海洋小伙伴来一
次亲密接触。孩子们和老师手
牵着手开心地和动物朋友们打
招呼，和演员互动，在轻松愉快
的氛围中感受到了社会的温暖
和包容。

今年以来，中牟县残联联
合县文明办印发扶残助残文明
实践志愿服务工作方案，倡导
各单位、社会组织、爱心企业、
个人开展圆梦微心愿、天使来
敲门、共享芬芳、助翼腾飞、惠
法护残等扶残助残志愿服务。
截至目前，共开展爱心助残行
动 40 余 次 ，捐 赠 爱 心 物 资
23.04万元。

“大娘，你目前的身体状况
不需要领取轮椅，只需要一辆
助行架辅助你行走康复训练就
行，通过康复训练，你会恢复得
越来越好！”在狼城岗镇，辅具
适配专家认真查看每一位辅具
申请人的身体情况，并为其适
配辅具，做到精准适配，个性化
服务。

县残联还不断完善“党建
引领+扶残助残”工作模式，通
过开展“党建引领助力残疾人
勇敢追梦”“党建引领打牢残疾
人教育之基”“党建引领巩固残
疾人就业之本”“党建引领营造
扶残助残社会氛围”等，实现残
联业务工作全面提升。今年共
为 1074人办理残疾人证，5160
人享受特殊生活补贴，137 人
享受“三无”残疾人生活救助，
235 名残疾儿童享受康复救
助，84人享受低保精神病医疗
救助，25位残疾及残疾家庭大
学生享受大学生救助金；为
317 名残疾人适配辅助器具，
为 178名残疾人提供实用技术
培训，扶持 3名残疾人自主创
业，为10名高校残疾毕业生提
供“一生一策”就业服务。

康复培训就业一体化

我市构建残疾人多元帮扶体系
今年已培训残疾人2216人次，新增就业2451人

康复
是拉动残疾人就业的第一辆马车

“康复、就业是一体化工作。”郑州
市扶残助残促进会副会长张伊磊认
为，残疾人的康复、培训、就业三位一
体。“走出康复门，走进培训门，走出培
训门，走上就业门。其实康复是很多
残疾人就业的第一步，集中培训后再
输入各个岗位。”

郑州澍青医专康复医院总监辛喜
延表示，医院以成人康复、儿童康复为
特色。辛喜延向记者介绍，医院康复范
围涵盖成年人的脑瘫、术后、疼痛康复
及小儿脑瘫、自闭症、发育迟缓等儿童
康复。“目前我们主要有 PT（物理康
复）、OT（作业康复）等物理康复，针灸、
艾灸、理疗等中医传统治疗，及水疗、高
压氧舱、康复机器人等康复手段。康复
介入就是让病人身体的各项功能恢复
或保持较好状态。”辛喜延说道。

康复机器人是智能化康复治疗“神
器”，“它功能不同，可以带动偏瘫、脑瘫
等造成行走不便的人群走动，或者锻炼
四肢力量。它有智能记忆功能，可以根
据每个人的身体情况进行训练。”辛喜
延说，康复机器人治疗手段的介入，与
后续传统康复手段相配合，康复效果提
升15%左右。

残疾人就业问题一直是社会
关注的热点问题。郑州市扶残助
残促进会顾问杜建琦认为，企业
是生产单位，招聘的第一需求是
能够满足岗位要求，因此残疾人
要积极学习实用技能。

“技能培训分为传统意义培
训比如开设辅导班，现在新式的
是订单式培训，针对用功需求多
的企业专设技能培训，结束后直
接输送到一线。”张伊磊表示，残
疾人就业如今实现了多元化，包
括新媒体如直播电商、居家就业、
基地就业等多种形式。从业多年
的残疾人职业技能培训工作的李
维维介绍，目前中心培训种类分
为工艺美术和计算机两大类，给
残疾人群体提供一个发展再就业

的平台。
张伊磊表示，得益于政策优

势，残疾人参与企业岗位的就业
率也在不断提高，但企业无障碍
环境改变和基础设施建设的意识
还需提高。他呼吁更多的企业、
单位履行社会责任，增添优质岗
位，让残疾人实现“就业一人，解
放全家”。

据了解，郑州市残疾人康复
就业服务中心开展残疾人实用技
能培训，举办市本级残疾人职业
技能培训班、2024年国家通用手
语和盲文培训班及 2024年市本
级盲人保健按摩提高班等，提高
残疾人的职业素养与技能水平，
提高残疾人的就业竞争能力，为
残疾人就业再“充电”。

“我们平台不仅提供多样化
的工作岗位，还提供一系列专业
技能培训、职业发展支持，尤其
注重针对残疾人不同特长和能
力安排对口岗位，推广灵活化线
上线下工作模式，提供五险等经
济支持，以减轻残疾人家庭负
担。”天之道善助全国助残服务
平台总经理梁杰介绍，平台专注
于为残疾人提供就业支持，旨在
帮助残疾人平稳就业，改善生活
质量。

“在郑州，我们每年会接受来
自郑州各职业学院的聋哑毕业
生到就业基地实习并就业。除
此之外，我们还会为其他残疾人
如肢体残疾人群提供线上直播
工作机会，帮助他们实现居家办
公的需要。就业岗位也非常多
样，从设计到计算机、新媒体运
营等内容都有涉及。实习留任
下来的优秀员工还有机会进入管

理层，继续实现更大的自我价
值。”梁杰表示。

据梁杰介绍，平台结合残疾
人人群特点，不断开设新型岗
位，为更多残疾人提供多种理想
的就业方式。“我们一直在不断
开放新的岗位，直播带货、视频
剪辑、平台运营、客户服务等，公
司有专门的运营团队为各类专
业的残疾人提供支持和帮助。
在助力残疾人就业方面，公司在
考虑不同人群的具体特点和需
求的同时，也会平衡就业风险等
问题。”梁杰说道。

今年以来，全市已培训残疾
人 2216 人次，举办招聘会 38 场
次，新增就业2451人。积极开展

“走访拓岗促就业”专项活动，已
累计走访对象 220家，开拓职位
143个，开拓就业岗位1032个。
记者 杨丽萍 刘盼盼
实习生 张馨妍 文/图

技能加持是立身之本

拓宽残疾人就业渠道

才艺表演12月3日，郑州市残疾
人康复就业中心为第三十三个

“国际残疾人日”举办系列文艺演出活
动，丰富残疾人的文化生活。跳舞、朗诵、

乐器独奏……多个单位的残疾人士带着精彩
节目依次登台，传达出他们乐观向上的积极态
度和勇于直面生活的精神面貌。

近年来，我市积极推动残疾人事业发展，完
善残疾人教育、就业、康复等政策举措，创造发
展机会提供更多就业平台。但需要认识到，
残疾人事业的发展仍然任重道远，就如

何推动残健共融平等共享的康复就
业环境，记者采访相关企业、专

家展开探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