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或頭戴耳機接聽電話、或在鍵盤上打字回復客戶訴求……市集善樂業殘疾人網絡訓練工作基地，是 80

余名重度肢體殘疾的殘疾人靠雙手改動日子、融入社會，完成人生價值的會集工作平臺。劉萬強便是其中

之一。 　　 　　2013 年，27 歲的劉萬強經營著一家蛋糕店，收入穩定。 　

　　天有不測風雲。一場事故導致劉萬強高位截癱，喪失了行動能力。他的日子節奏被徹底打亂，蛋糕店

停業，剛起步的事業被逼中止，與女友友好分手。「我這個樣子，不能耽擱人家。」 　　 　　看病、康

復醫治開支巨大，父親多處拼湊借錢，帶著劉萬強奔走醫治。 　　 　　2019 年的一天，劉萬強在網上認

識了市殘疾人網絡工作基地負責人劉韋評。劉韋評配偶驅車來到劉萬強家裏。那天，他們聊了近 3 個小時。

劉萬強說，那是他出事以來第一次和他人說這麽多話。 　　 　　後來，劉萬強跟著劉韋評來到基地。靠

著自身努力，他克服了手指關節無力的阻止，反復操練打字。漸漸地，工作起來揮灑自如。入職第一年的

雙十一，劉萬強拿到了 6700 元薪酬。後來，收入逐步漲到了 7800 元、8500 元。「從前我是父親的一塊

心病，現在我也能夠成為他的自豪了。」他說。 　　

让广大残疾人及时正确了解城乡居民医疗保险相关政策

　　促進工作是協助殘疾人增加收入、融入社會、完成人生價值的重要途徑。如今，像劉萬強一樣從需要

他人照顧到自食其力的故事，正發生在越來越多的殘疾人身上。 　　 　　五年來，全省城鄉新增工作殘

疾人工作 4.25 萬人，近兩年連續完成新增工作殘疾人 1 萬人的方針；累計扶持 238 個省級殘疾人工作幫

扶示範基地，安頓帶動 1 萬多名低收入殘疾人穩定增收；推動將 5600 多名殘疾人納入鄉村公益性崗位安

頓工作；經過輔助性工作協助 1200 多名智力、精神和重度肢體殘疾人取得勞動報酬；扶持殘疾大學生工

作創業 300 人次，供給工作補貼資金 600 萬元；新增高校殘疾畢業生工作 1753 人，2022 年殘疾人高校

畢業生工作率到達 81.89%……殘疾人工作成效顯著。 　　 　　「這次訓練班約請專家教授講解了『肉

牛』培養與肉牛工業開展技能路徑、林果培養與管理技能等養殖和栽培知識，還安排觀摩了部分經濟果林

示範點，我很受啟發。」參訓學員喬克萍說。 　　 　　上一年 4月 24日至 29 日，2022全省第一期殘



疾人農業實用技能訓練班（河西片區）在市舉行。來自、武威、金昌、酒泉、嘉峪關 5 市的 100 余名殘

疾人群眾參加了訓練。訓練促進了契合條件的殘疾人「好工作」「就好業」，使全省有工作能力的殘疾人

完 成 一 人 一技或 一 人 多技方針， 協 助 殘 疾 人 自立自 強 ，取得幸福、贏得尊重 、活出精彩。

　　五年來，我省建成國家級訓練基地 6 個，省級訓練基地 6 個，5.7 萬殘疾人接受工作技能訓練，殘疾

人工作職業技能顯著提升；扶持開展殘疾人農業科技示範戶和種養能手 114個；訓練農村有勞動能力的

殘疾人主幹帶頭人 3865 人。同時，加強盲人保健按摩行業管理，扶持盲人按摩會集工作組織 256 個，建

設省級盲人按摩訓練基地 10 個，980 名視力殘疾人完成了工作。 　　 　　除了搭建平臺扶持創業外，我

省還有一部分殘疾人群眾經過各級殘聯供給的公益性崗位，成了上班族。智力殘疾人朱曉君便是其中一員。

「曾經能出門買菜都覺得很高興。現在我在蘭州市殘疾人托養工作康復中心的日間照顧中心工作，每月能

掙 2000 多元。」朱曉君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