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是殘疾兒童恢復。本年以來，為全市 12.19 萬殘疾人供給基本恢復服務，其中適配輔助用具

3236 人；0-17 歲殘疾兒童「有一救一」，全市 2113 名殘疾兒童得到免費恢復救助，其中為 23 名聽障

兒童免費植入人工耳蝸，為 127 名肢殘兒童免費實施肢體矯治手術；禹城市、臨邑縣 2 個國家級殘疾兒

童前期幹涉試點累計為 167 名 0-4 歲殘疾兒童及其家庭供給前期幹涉服務；調整殘疾兒童醫保付出方

針，肢體、智力、孤獨癥服務滿 4 年，聽力言語服務滿 2 年後，持續請求恢復服務的，醫保付出時長由本

來的每年不超 3 個月，延長至 10 個月，直至 17 周歲。 　　 　　二是做好「如康家鄉」。市「如康家

鄉」殘疾人之家積極探索星級化辦理，為殘疾人就近就便供給輔助性作業 658 人、日間照料 881 人、社

區恢復 1356 人、文明娛樂服務 3000 余人次； 　

　　三是抓好托養服務。根據《山東省殘疾人托養服務實施方案（2023-2025 年）》，本年經過居家托

養、日間照料、寄宿托養等多種服務方法，對契合條件的 1220 名殘疾人供給個性化、親情化的托養照護

服務。 　　 　　履職盡責，織密社保「兜底網」。堅持以殘疾人城鄉低保、「兩項補助」為主體，以



「勉勵助學」為補充，將契合條件的殘疾人悉數歸入社會保障規模。現在，全市享用殘疾人兩項補助

9.69 萬人，其中，享用困難殘疾人日子補助 2.33 萬人，享用重度殘疾人護理補助 7.36 萬人，上半年發放

兩項補助 8800 余萬元。為保障新考取的殘疾大學生 100%入學，市自 2010 年開始實施「我和你·心連

心」殘疾大學生勉勵助學項目，堅持「有一助一」，到現在，發放殘疾大學生勉勵助學金 768.7 萬元。為

增強殘疾人抵禦危險能力，為全市 14 萬持證殘疾人購買意外損傷穩妥，撐起殘疾人抵禦意外損傷的「保

護傘」，殘疾人保障體系日益健全完善。 　　 　　安殘穩崗，拓展大眾美好路。展開「春風行動」、

「作業援助月」專項作業服務，城鄉新增殘疾人作業 1935 人，完成率 185.17%；舉行 3場殘疾人專場招

聘會，270 余名殘疾人達成開始作業意向；先後舉行省、市級殘疾人電商直播培訓班 2場，培訓 80 人；

安排全市 14 名瞎子參加全國瞎子醫療按摩考試、17 名瞎子參加省瞎子醫療按摩持續教育培訓；舉行首屆

市殘疾人電商直播大賽，幫助殘疾人經過直播「小屏幕」走向社會「大舞臺」；深化 10 余家企業造訪拓

崗，進一步促進殘疾人作業創業；全國殘疾人作業服務機構作業人員職業輔導比賽，市鄧文露榮獲第一

名；第七屆全國殘疾人職業技能大賽，市殘疾人姜蘭心取得中式面點項目第三名；輔導壹心社區服務有限

公司打造「惠殘德崗 職為你來」便民愛心小屋，70 余名殘疾人上崗作業。 　　 　　城市更溫情：交融

展開 相等參加 　　 　　無障礙改造讓日子「有愛無礙」。陡峭坡道、便當扶手、太陽能熱水器、折疊浴

椅……跟著一個個定製式、人性化的無障礙設備陸續進入殘疾人家庭，市服務殘疾人集體的「最終一米」

已打通。本年市依照「一戶一策、一戶一檔」準則，全年完成 1498戶的任務目標，讓殘疾人「行得通、

出得去、能洗澡」，「零距離」感受家庭無障礙改造帶來的日子便當；一起，配合相關部門著力推進環境

無障礙和信息無障礙建造，全面提升無障礙服務水平，幫助殘疾人相等參加社會日子，彰顯城市的溫情。

项目展示全方位多角度地展示了残疾人事业的蓬勃发展

　　專用代步車發放讓出行安全便當。仔細貫徹落實《市殘疾人專用代步車補助方法》作業要求，依照車

輛購買費用「市級 20%，縣級 40%，使用人 40%」的承當比例，做好資金分配。到現在，共發放殘疾人

代步車 607輛。 　　 　　文體宣揚推進社會殘健共融。樹立健全殘疾人公共文明服務網絡，完善殘疾人

歸納服務設備建造，共建市級殘健交融文明服務中心 2 家，「如康書屋（書角）」52 家，8 家公共圖書

館設立了瞎子閱覽區域；依托全媒體渠道，統籌網上網下，全面宣揚殘疾人事業展開成果，深化發掘殘疾

人先進典型和助殘典型事例 50 余個；充分利用「全國助殘日」、「殘疾防備日」等重要節點和殘疾人事

業重大活動關鍵，安排展開殘疾人文明周、文明進家庭「五個一」、全民閱覽、無障礙觀影等文體活動

100 多場，惠及殘疾人超越 1 萬人（次）。 　　 　　服務更貼心：變革驅動 智慧助殘 　　 　　「放管

服」變革延伸服務為民觸角。在全省首先推出「一件事、一鏈辦」、「居家辦」服務形式，為行動不便的

殘疾人供給上門辦、網上辦、掌上辦、就近辦、居家辦、一次辦等服務。充分發揮郵政部門網點多、人員

多、全天候、全掩蓋、末端到戶的獨特優勢，以數據賦能，與傳統辦證服務形式彼此補充，真實完成暖心

服務零距離，助殘質效大提升。本年來，新辦證 11653 件、上門評殘 1132 件；助殘事項網上辦 41 件、

居家辦 17 件。 　　 　　試點先行先試。爭奪公共服務文明建造省級試點落地平原，經過資源共享、陣

地聯建，建造縣級示範性殘健交融文明中心；爭奪自願助殘常態化機製渠道建造省級試點落地慶雲，樹立

完善「1+9+17+N」自願助殘服務安排網絡和辦理機製，創建 12處標準化服務陣地，實施「小城大愛」

萬名自願者助殘行動，推進「資源、需求、項目」高效匹配；爭奪貫徹落實《山東省殘疾防備和殘疾人恢

復法令》1 個要點聯絡區域落地陵城，健全殘疾人全生命周期多元化恢復服務體系，打通殘疾兒童恢復與

教育交融展開有用途徑，推進殘疾人恢復服務創新和提質增效。 　　 　　項目雙招雙引。我國社會作業

聯合會恢復醫學委員會援建的占地 1000 余平的華北區域第一家智能輔具適配中心，自本年 5 月揭牌運營

以來，已為 343 個村、658 名殘疾人供給了輔具適配服務，滿足了廣闊殘障集體個性化、多層次需求；引

進在京企業出資樹立的市助殘興農電商直播孵化基地，已為 1000 余名鄉村殘疾人供給線上直播帶貨培

訓，助力殘疾人作業增收。 　



　　安排更溫暖：深化變革 凝心聚力 　　 　　近年來，市深化殘聯安排變革，以換屆為關鍵，健全以縣

級殘聯為主導、城鎮殘聯為骨幹、村級殘協為基礎、專門協會為補充的基層殘疾人安排網絡，打造「專兼

掛」相結合的市縣級幹部部隊，5344 名村級專職委員悉數歸入公益崗辦理，真實完成了有班子、有陣

地、有部隊，保證為殘疾人排憂解難有了依托。一起，廣泛安排、吸納各級殘疾人作業者、社會愛心人士

參加助殘自願者部隊，成立市助殘自願者協會，組成掩蓋縣、鄉、村三級的各類助殘自願部隊 32支，全

市 3000 余名在冊自願者年均供給精準自願服務 1 萬余人次，在全市掀起扶殘助殘熱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