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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一个台阶，五年一次跨越。2月23日，
江门市残疾人联合会第八次代表大会召开在即，将擘画新起

点上我市残疾人事业发展的宏伟蓝图。
回顾往昔，继往开来。过去五年，江门市残联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为指导，在市委、市政府的坚强领导下，主动担当、精准发力，残疾人公共服务和
社会保障覆盖面不断扩大，残疾人合法权益得到充分维护，残疾人社会参与明显增

强，扶残助残社会氛围更加浓厚，残疾人事业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全市7.2万残疾人
在江门城市建设中的幸福指数不断提升，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不断提升。

立足新起点，江门市残联将扎实推进残疾人多层次社会保障制度和残疾人康复
服务体系建设，提升残疾人教育水平，助推残疾人就业创业增收，维护残疾人合法权
益，推进残疾人文体事业发展，深化残联组织改革，加速推进残疾人事业现代化，奋力
谱写侨都残疾人事业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走在江门街头可以发现，城市盲道、爱心
车位、无障碍卫生间……一个个看似微小的
改变，不仅方便了残疾人的日常生活，也彰显
了社会文明的进步、城市发展的温度。

江门市委、市政府始终把发展残疾人事
业作为改善民生福祉、建设现代化新侨都的
重要内容纳入经济社会发展总体规划和市
委、市政府重要议事日程。各级政府将残疾
人民生项目和残疾人事业重点工作列入政府
督办项目，将残疾人事业发展资金列入年度
财政预算安排。2018年以来，全市安排残疾
人事业专项资金近5亿元。

市政府残工委各成员单位和社会各界发
挥各自职能优势，倾力为残疾人办实事解难
事，推动完善普惠加特惠的各项扶残助残优

惠政策，保障了残疾人事业的健康持续发展。
残疾人作为特殊困难群体，需要社会各

界格外关心、格外关注。市残联联动市委组
织部、直属机关工委开展“党建引领 志愿助
残”残疾人关爱活动，推动全市机关、企事业
单位、社会团体结对“困中之困”残疾人家庭；
结合基层网格管理，建立常态化走访、动态摸
查需求、对接政策帮扶等长效关爱机制。

疫情期间，106家残疾人康复机构被纳入
“八大特殊机构”，加强疫情防控工作。全市
各级残联扛起“管行业就是管疫情防控”的责
任，克服残联系统人手少、残疾人身体情况特
殊、机构软硬件条件先天不足等困难，加强对
残疾人服务机构常态化管理和监督检查，组
织核酸检测，动员疫苗接种，确保防疫和服务

“两不误”；动员爱心企业、社会组织和热心人
士积极捐赠善款，在疫情紧张和今年初防控
措施转段后，前后两次共向6000多户独居、
一户多残或一户全残等特殊困难残疾人家庭
和残疾人服务机构学员捐赠防疫物资和生活
物资，共同守护残疾人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
全。

残疾人事业是爱的事业。五年来，江门
聚焦残疾人的民生保障问题，用心用情用力，
持续完善残疾人关爱服务体系，扎实做好残
疾人补贴资助、就业援助、教育帮扶等各项工
作，推动我市残疾人事业全面发展，汇聚造就
了浓厚的扶残助残社会氛围，让广大残疾群
体在经济社会发展中感知到了实实在在的幸
福，体验到了真真切切的美好。

岑奕浩家中一户多残，三弟肢体四级残
疾，四弟精神一级残疾。在了解情况后，有关
部门帮向其伸出了援手。

“民政和残联派人为我四弟修建了冲凉
房，安装了防盗网。残联干部跟我四弟结对子
多年，有什么困难，残联和社区‘双百社工’都
尽力帮忙解决，家里的洗衣机、小家电都是他
们自己或者发动爱心机构送来的。”提起四弟
如今的生活，49年来不离不弃照顾多位残疾
家人而荣获“中国好人”的岑奕浩感慨不已。

岑奕浩的四弟阿光是精神残疾人，享受免
费参加城乡基本医疗保险和精神病药物资助，
还被残联安排到市康怡中心参加康复托养，街

道为其办理了特困户，安排了居家养老服务中
心的送餐服务，岑奕浩对此心怀感激：“多亏了
政府和社会对残疾人的关爱，才有了兄弟们现
在的幸福生活！”

在我市，不少残疾人家庭和岑奕浩一家一
样，在党和政府的政策支持下，重新树立起了
生活信心。

在市委、市政府重视支持下，我市残疾人
两项补贴提标扩面，2022年困难残疾人生活
补贴220元/人/月，重残护理补贴280元/人/
月，高于省200元/人/月和252元/人/月的标
准，并把低收入、非重度智力和精神残疾人分
别纳入实施范围。2018年以来，全市累计发

放两项补贴资金7.02亿元，惠及残疾人25.94
万人次。

此外，社会保险全面覆盖，低保、重度、智
力和精神残疾人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
和基本医疗保险由财政全额补贴；探索残疾人
意外、住院医疗商业补充保险试点工作，市、区
两级投入财政资金325.7万元，为蓬江、江海两
区所有持证残疾人购买商业保险，共有13052
名残疾人受惠，增强残疾人家庭抵御风险能
力。

政策落地生根开花结果，残疾人社会保障
和基本公共服务水平明显提高，变成全市残疾
人实实在在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兜住残疾人生活的信心政策兜底

“今天我和一家公司签了劳动合同，真高
兴。”在2月10日举办的2023年南粤春暖行动
江门市残疾人专场招聘会上，肢体残疾人小符
找到了一份适合自己的工作，脸上是藏不住的
喜悦与激动。本次招聘会上，有52家企业为残
疾人士提供了300多个工作岗位，共吸引了全
市250多名求职者，这是我市为残疾人就业择
业提供更多服务的一个缩影。

就业是最大的民生，是让残疾人改善生活、
融入社会、实现自我价值的关键。

广东省“众创杯”残疾人公益赛金奖得主梁
杏花，大学毕业之后开始创业，公司主打产品是
手工领结，目前产品款式多达300余款，年营业
额近200万元。“我深知残疾人能自信面对生活
确实非常不容易，是创业改变了我的命运，我希

望能带动更多像我一样有梦想的残疾人拥抱梦
想、化茧成蝶，一起过上美好的生活。”梁杏花说。

从寻求就业到主动创业，在他们主动出击
的背后，是政策兜底和产业扶持的底气。

为切实解决残疾人就业创业问题，市残联
聚焦“稳就业、促民生”工作目标，不断完善残疾
人就业网络，构建全方位服务体系，逐步形成

“企业+社区+居家”三位一体残疾人就业服务
网络，服务有效延伸到残疾人家门口。为残疾
人提供“能力评价-职业赋能-推荐就业-跟踪
支持”全流程服务，实行集中就业、分散就业、辅
助性就业、自主创业、支持性就业和居家就业多
形式、多渠道就业模式。

据统计，全市15000多名残疾人实现就业，
培育了15家残疾人就业培训基地、18家集中就

业企业，2461家用人单位按比例安置残疾人
就业，建成53家残疾人辅助性就业机构，扶持
1773户困难扶持残疾人家庭发展生产和自主
创业。同时，依托省、市创业创新残疾人公益
赛和残疾人职业技能竞赛两个平台，激发残疾
人和助残企业创业创新热潮。我市参赛选手
连续五年参加省“众创杯”残疾人创业创新公益
赛，共取得2金3银5铜佳绩；参加全国、全省残
疾人职业技能竞赛，获得省级以上奖牌28个，
荣获2个“全国技术能手”、3个“广东技能能
手”。2022年在第七届广东省残
疾人职业技能竞赛中，江门在
全省23支代表队中脱颖而
出，勇夺团体总分第一名。

就业创业开创人生新天地赋能强技

关爱服务更优质更有温度精准帮扶

悦耳动听的歌声、声情并茂的朗诵……在江
门市残疾人朗诵合唱音乐会上，演出人员倾情呈
献带来了一场温暖的音乐会。舞台上的他们是
多么自信和自强，绽放着不一样的精彩。

阿婷是市残联爱咏恒合唱团的老成员，因为
热爱唱歌，她坚持多年参加合唱团的排练，唱歌
技巧也在不断提升，跟随合唱团参加过市级、省
级比赛，收获不少奖项。她说：“别看我们身患残
疾，但一点也不影响我们唱出残疾人的最强音。”

残疾人在文艺舞台绽放精彩的同时，喜讯也不
断从国际国内重大体育赛事赛场上传来：2021年，
我市残疾运动员在第16届东京残奥会上共获2金1
银1铜，在2019年第十届、2021年第十一届全国残
运会共获12金14银3铜。“残联的培养、鼓励和家人
的支持，是我坚守17年自行车项目训练的动力。”这
残奥会双冠王陈健新发自内心的感慨。

广大残疾人自尊、自信、自强、自立，用汗水
浇灌梦想、用奋斗回馈社会、用行动感召他人，书
写了感恩奋进的精彩人生，这与我市共融共建共
享的社会氛围进一步优化是分不开的。我市通
过举办“残疾人文化节”、“社区康园中心展能活
动”、“彩虹微跑”、残疾人事业美术书法摄影作品
联展、残疾人朗诵合唱音乐会，建立省、市、区三级
乒乓球训练基地和28个全民助残健身示范点，为
残疾人展示才华、绽放精彩搭建宽阔舞台。

启航新征程，建功新时代。党的二十大报
告提出“要完善残疾人保障制度和关爱服务体
系，促进残疾人事业全面发展”，为新征程残疾
人事业发展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
循。今后5年，江门市残联将深入学习贯彻习
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党中央关于残
疾人工作的决策部署，进一步完善工作机制、健
全残疾人社会保障制度和关爱服务体系，强化
残疾人事业的创新驱动、法治保障和风险防范，
推动全市残疾人事业高质量发展。

在提高残疾人基本民生保障水平方面，将
进一步健全分层分类的社会救助体系，将符合
条件的残疾人和残疾人家庭纳入社会救助范
围；完善残疾人社会福利优待政策，深化特殊困
难残疾人家庭专项帮扶；提高残疾人托养和照
护服务质量，积极探索建立残疾人托养照护服
务与养老服务等相关工作的衔接机制。

在完善残疾人就业创业支持体系建设方
面，将深入推进“人才倍增”工程，创新完善残疾
人就业服务机构建设，推进智慧助残、智慧就业
服务进程，形成“30分钟”残疾人就业服务圈，
切实维护和保障残疾人劳动权益等。

在提升残疾人关爱服务体系建设方面，进
一步完善0-6岁残疾儿童康复基础设施和服
务网络，加大对困难家庭残疾学生扶助；持续实
施残疾人体育康复健身计划，不断满足残疾人
增强体魄、健康生活需求；建立常态化扶残助残
机制，发挥“江门市慈善会残疾人公益基金”作
用，争取社会各方的支持；加强与湾区城市残疾
人事业交流合作、残疾人社会福利和慈善事业
合作，进一步深化区域一体化助残服务新模式。

在保障残疾人平等权利与合法权益方面，
将推动残疾人权益保障法规体系建设和普法宣
传，将无障碍设施纳入城市精细化治理内容，提
升无障碍设施建设管理水平。

在深入推进残疾人事业均衡发展方面，着
力提升农村残疾人服务水平，重点推进蓬江区
特殊儿童康复教育中心二期建设项目、江海区
残疾人综合服务中心等“十四五”残疾人公共服
务重大项目建设；完善直接联系服务残疾人机
制，扩大残联工作的有效覆盖面；坚持人才引领
驱动，加快培养残疾人康复、教育、就业、托养照
护、文化体育、社会工作等专业队伍。

蓝图已绘，未来可期。江门市残联党组书
记、理事长叶芳华表示：“我们将以这次换届为
契机，牢牢把握新时代残疾人事业高质量发展
的总基调，深入实施《“十四五”残疾人保障和发
展规划》，切实把党和政府各项助残惠残政策措

施落实到残疾人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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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市残疾人事业发展“一盘棋”共建共享

“大家好，今天由我们来为你们讲个故事
……”屏幕上的涛涛、美美两兄妹自信且开朗，
但谁能想到两人都是极重度听力损失障碍者，
曾经不会说话，不会叫爸爸妈妈，让整个家庭
失去了往日的欢声笑语。后来，在市残联的帮
助下，两兄妹顺利通过了国家“七彩梦行动计
划”聋儿人工耳蜗康复救助项目的筛查，成功
植入人工耳蜗，并进入市特殊儿童康复教育中
心接受康复教育，得到了康复与成长。

“这里是我们的第二个家，在这里，大家都
成了好朋友，有时还约着一起去唱歌、旅游。”在

市康怡社区康复服务中心，学员阿强仪态从容
自信，满脸笑容。谁也不会想到，阿强曾患过精
神疾病，出现过激进行为。经过康复治疗，他在
康园中心重拾了自我价值和人生希望。

对于残疾人来说，康复重建生命，教育托
起未来希望，托养解决家庭后顾之忧。五年来，
我市5万名残疾人获得精准康复服务，残疾人康复
救助制度不断完善，残疾儿童康复优先发展并不
断加大救助力度，全日制康复训练救助标准从2
万元/年提高到2.5万元/年。为满足成年智力、精
神和重度残疾人的康复托养需求，我市建立了95

家残疾人社区康园中心，每
年为近2000名智力、精神和重
度残疾人提供日间照料、康复训
练、技能培训、文体康乐、辅助性就业

“五位一体”综合性服务。实施特殊教育
提升计划，实行从学前到高中阶段残疾学生
15年免费教育，对残疾人接受高等教育给予补
助。举办国家开发大学残疾人教育
江门教学点，助力残疾人
圆大学梦。

助力梦想起飞
绽放生命精彩

感恩奋进

无障碍设施点无障碍设施点
位督导检查位督导检查。。

残健共融残健共融，，微跑活动微跑活动。。

奋勇前行 未来可期
肩负使命

残疾儿童康复服务残疾儿童康复服务。。

残疾人朗诵残疾人朗诵
合唱音乐会合唱音乐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