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紧盯“两不愁三保障”着力解决突出问题

海拔1200米的偏远山坳，老屋年久失修、不通公路、
没有自来水，方圆一里甚至没有一户邻居——在位于巫溪
县尖山镇川山村的老宅，冯胜友一住就是70多年。

相比恶劣的生存环境，更让人揪心的是老冯特殊的家
庭——7名家庭成员中，竟有6人身患残疾。除儿子冯诗
银为健全人外，冯胜友夫妇肢体残疾，儿媳以及3个孙子
智力残疾。作为全市残疾人口最多的家庭之一，“一户七
人六残”的冯家人多年来一直挣扎在温饱线上。

脱贫攻坚春风拂来，冯家成的家庭被纳入建档立卡贫
困户。当地党委、政府和残联向冯家伸出援手，整合贫困
残疾人家庭危房改造资金等相关政策扶持资金14.6万
元，将冯家搬到了川山村6社。新居交通便捷、配套完善，
基本的家具和生活用品一应俱全。市残联主要领导到户
慰问，了解其生活生产情况，并为他们送上慰问金和生活
必需品。

改善的不仅是居住环境，当地党委、政府和残联还立
足冯家实际，购买了牛犊、仔猪和鸡苗，利用房前屋后1.5
亩土地，鼓励他们通过养殖和种植增收。冯家人的生活，
终于扬起了希望的风帆。

市残联通过开展“一户多残”专项帮扶，投入市级资金
1653万元，对全市“一户三残”建档立卡户和“一户四残”
及以上的残疾人家庭实行全覆盖帮扶，指导区县制定帮扶
方案，带动投入资金近6000万元，大力解决残疾人家庭生
产、生活上的突出问题。

考核是工作的“指挥棒”。2019年，市残联主动申请
将“一户多残”专项帮扶、阳光扶贫基地扶持、贫困残疾人
家庭危房改造和无障碍改造等扶贫工作纳入市级目标考
核。同时，将区县残联脱贫攻坚工作作为全市残疾人工作
综合目标考核重要内容，大幅增加扶贫工作考核权重，并
设置残疾人脱贫攻坚单项考核，以考核促落实、以绩效促
实效，确保如期打赢打好残疾人脱贫攻坚战。

“我们来看看你们，希望你们继续勇敢地面对生活！”
2019年12月10日，江津区嘉平镇邓正康和蔡家镇李世均
两户残疾人家庭迎来了一群特殊的客人。市残联主要领
导一行赴江津开展“关注残疾、冬送温暖”走访慰问活动，
为他们送上慰问品和慰问金。

53岁的李世均家“一户三残”。2014年，一场交通事
故导致他三级肢体残疾。女儿李欢欢、李红红为智力一级
残疾，目前一个在校读书，一个依靠送教上门学习。

逆境中的李世均坚持用乐观的心态支撑着这个特殊
的家庭。他不仅承包土地大面积种水稻、花椒、蔬菜，还一
边养鱼一边养猪，千方百计为家庭增收。

2019年9月，市残联给予李家3万元帮扶资金。在区
残联和镇村帮扶责任人的帮扶下，李家人添置了床、洗衣
机等生活必需品，并购买了11头藏香猪扩大养殖产业。
目前，李家的种猪已孕临产，一次可产11-12头小崽猪。
2019年，家庭年总收入达3万余元。

在送上米、肉、油后，市残联主要领导和李世均拉起了
家常。听闻李世均假肢损坏，他立即安排有关人员为李世
均免费上门更换假肢零件。并针对李家人提出的养殖顾
虑、楼梯无护栏、家中电线老化等问题后，现场提出解决方
案。

“你的人生是不幸的，但是你生活在社会主义大家庭
是幸运的！党和政府、残联都在帮助你，一定要保持对生
活的乐观……”市残联主要领导嘱咐李世均。

同样是“一户三残”的邓正康家，5岁的患有小儿麻痹
症的女儿邓家露经过一年的康复训练，走路已基本没有问
题，并可与人简单交流。7岁发育严重滞后的儿子邓均军
病情也有了一定好转。

通过种植水稻、玉米，邓家人2019年年收入已经达到
4万余元，成功实现脱贫。2019年，拿着市残联给予的3.7
万元帮扶资金，邓家人在区残联、镇村帮扶责任人的帮扶
下，对房屋进行了加固改造，添置了新的生活用品。

结合全市残联系统实际情况和残疾人脱贫攻坚中的
具体困难，2019年，市残联扎实开展“两走一贴近”和“关
注残疾、冬送温暖”走访慰问活动，落实专项资金1244万
元，走访慰问贫困残疾人、“一户多残”等家庭，直接惠及
10178户残疾人家庭、5947名特教学生、4604名康复训练
残疾儿童。

活动中，市残联班子成员带领机关各部室、各直属事
业单位相关负责人深入到“一户多残”等贫困残疾人家
庭，详细了解他们的生活生产情况，把温暖送进更多贫困
残疾人的家中，把党和政府的关心关怀送到他们的心坎
上。2019年，市残联接听残疾人来电1.5万人次，其中
12385 残疾人服务热线接听 10258 人次，满意率达到
99.53%，受理残疾人来信比上年度下降35%。通过深入
开展“德法相伴”活动，实施首问负责、包案化解、上门走
访等措施，切实帮助残疾人解决实际困难，残疾人服务满
意度显著提升。

“一户多残”专项帮扶
让这家人重扬希望的风帆

“关注残疾、冬送温暖”
走访慰问活动全面展开

市残联在残疾儿童定点康复机构开展“关注残疾、冬送温
暖”走访慰问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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吃和穿，是生活的基本需求。如何让贫
困残疾人实现吃穿不愁？

去年11月26日，主城区首个贫困家庭失
能人员集中照护中心在北碚区投运。“在这里
吃得好住得好，照顾得也好……”69岁的王孝
春患有偏瘫，过去长年依靠患病的妻子照料，
儿子因智力偏低没有工作。因照顾不到位，
这两年王孝春的身体越来越差。随着照护中
心的正式运行，王孝春作为首批贫困失能人
员被安置进来，仅一个多月，他身上异味不见
了，褥疮也开始好转。

近两年，市残联投入资金7300万元，推动
在黔江、涪陵、沙坪坝、北碚、江津、永川、垫
江、奉节8个区县建设贫困失能残疾人集中供
养区域性中心，目前已初见成效。

同时，市残联联合市民政局、市财政局印
发了《关于调整重庆市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
和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标准的通知》，将全市
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标准由每人每月50元提
高到每人每月70元，将一级重度残疾人护理
补贴标准由每人每月60元提高到每人每月
80元，将二级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标准由每
人每月50元提高到每人每月70元。

市残联积极推动出台特惠政策，继续落
实政府对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的重
度残疾人按我市个人缴费最低档次代缴政
策，积极协调市人力社保局进行数据比对，
对符合条件未参保人员进行精准政策推送
和宣传动员，全市残疾人养老保险参保率显
著提升。

去年11月10日，巴南区丰盛镇油房村贫
困残疾人何廷武喜迁新居。

今年54岁的何廷武，因小儿麻痹症导致
腿部残疾，基本丧失劳动能力，既无生活来源，
也未结婚成家，靠政府救济维持生活，居住条
件也较为简陋，属于D级危房。

得知何廷武的困境后，巴南区残联将其
列为残疾人“阳光安居工程”项目对象，组织

村组资助树木、砖瓦，当地群众义务助工，为
他建起了3间砖木结构的新房。宽敞明亮
的新家两室一厅，厨厕齐备，水电气通信一
应俱全。

“感谢‘娘家人’的帮助，以后的生活会越
来越好！”何廷武激动地说。

像何廷武这样从“阳光安居工程”项目获
益的残疾人，在巴南区还有很多。2019年以

来，巴南区把解决贫困残疾人住房问题作为
大事来抓。为做到公开、公平、公正，巴南区
建立了残疾人危房改造档案，并对危房改造
户统一进行一周的公示，确保群众认同、社会
认可。

巴南区专门成立了危房改造工作领导小
组，去年该区共完成120户残疾人家庭危房
改造，这些残疾人家庭将在春节前全部搬进

新家。
纵观全市，市残联积极主动配合市住房城

乡建委等部门，开展农村贫困残疾人家庭危房
存量的核实认定、统计汇总、申报等工作，将符
合条件的贫困残疾人家庭危房全部纳入农村
危房改造范围，2019年完成农村贫困残疾人
家庭危房改造4445户，实施残疾人家庭无障
碍改造9447户。

去年10月，2019年鲁渝残疾人扶贫协作
“先天性唇腭裂儿童手术救助项目”圆满结束。
项目累计筛查唇腭裂患者475名，提供救助服
务312例，完成手术救助210例，任务完成率达
105%。

2018年12月，渝鲁两地残联在山东济南签
订残疾人扶贫协作协议，成立由两省市残联主要
负责人为组长的“鲁渝残疾人扶贫协作领导小
组”，建立起两省市残联负责人定期会商机制，以
及扶贫协作协调工作小组常态化联络机制。

两地整合优势资源，从预防残疾角度，将“先
天性唇腭裂儿童手术救助”列入鲁渝残疾人协作
项目，大力防范因病致残、因残致贫等问题。

因病致残、因残致贫，是贫困发生的重要原
因。去年以来，市残联着力加强残疾预防工
作。截至目前，合川、璧山等6个国家、市级残

疾预防综合试验区创建试点区县共开展孕产妇
产前筛查诊断6137人，0-6岁儿童残疾筛查诊
断1258人，残疾评定34327人，大型宣教活动
235场，宣传教育覆盖8.5万人次。

巫溪县上磺镇高家村的王庭是一家。是一
系列好政策的直接受益者。王家的3个孩子
中，老大、老三听力残疾，老二多重残疾。去年1
月7日，市残联康复社会部工作人员携重庆医
科大学附属儿童医院耳鼻喉科医生来到王庭是
家中，查看了3个孩子的病情。随后，对王家老
大、老三实施了人工耳蜗移植手术。市残联康
复社会部工作人员还依据《关于建立残疾儿童
康复救助制度的实施意见》，落实了3个孩子的
康复训练政策。“感谢党和政府，感谢市残联，帮
了大忙。”王庭是的爱人当场就流下了热泪。

如今，一家人的生活开始逐渐回到正轨。

去年9月，市残联与市医药卫生学校联
合开办的残疾人“扶智班”正式行课。该班
面向全市贫困残疾人及贫困残疾人家庭子
女招生，首批31名学生全部为“康复技术”
专业学历教育，学制为全日制3年，毕业后
可获中职文凭。学生就读期间，不仅学杂
费、教材费、住宿费全免，市残联还给予他们
一定生活补助，并在毕业后提供就业推荐服
务。

“能到残疾人‘扶智班’学习，我感到十分
幸运。”涪陵区贫困残疾人家庭子女方堯平
说，他一定好好珍惜这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
朝着“立德立志，善学善能”的方向和目标努
力学习，不辜负大家的期望。

教育，是阻断穷根的最好手段。2018年
底，市残联投入资金341.4万元，首次对全市

特教学校在校生开展专项慰问；2019年底，市
残联又投入297.35万元，对全市特教学校在
校学生再次开展慰问活动。市残联联合市教
委，要求区县残疾人教育专委会对适龄残疾
少儿接受义务教育方式进行评估认定，提出
入学安置建议。在全国残疾人基本服务状况
和需求信息动态更新中，各区县残联与教育
部门积极配合，“一人一案”解决适龄残疾儿
童教育安置问题。

此外，市残联还积极开展各项助学项目
——继续实施彩票公益金项目，为360名学前
残疾儿童发放助学金108万元；为重庆师范大
学残疾学生实习训练基地落实补贴65万元；
与多部门联合下发《重庆市家庭经济困难学
生认定办法》，全面落实家庭经济困难残疾学
生资助政策。

不愁吃不愁穿
建设8个贫困失能残疾人集中供养区域性中心

住房安全有保障
完成农村贫困残疾人家庭危房改造4445户

基本医疗有保障
渝鲁携手大力防范因病致残、因残致贫

接受教育有保障
“一人一案”解决适龄残疾儿童教育安置问题

2019年以来，市残联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扶贫工作重要论述和关于残疾人事业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视察重庆

重要讲话精神和在解决“两不愁三保障”突出问题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和市委、市政府

关于残疾人事业发展的决策部署。紧盯“两不愁三保障”突出问题，摸清底数、剖析原因、找准症结，分门别类制定帮扶措

施。结合“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开展残疾人“两不愁三保障”突出问题专项调研，将现场解决问题与建立帮扶机

制相结合，督促区县层面落实与市级层面推动相结合，全力解决贫困残疾人“两不愁三保障”突出问题。

目前，全市贫困残疾人“两不愁三保障”突出问题已实现动态清零，贫困残疾人家庭收入稳步提高，生活状况明显改善。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残疾人一个也不能少残疾人一个也不能少！！

在市级深度贫困乡镇开州区大进镇，熊继忠算得上
是个有名气的能人。这个盆骨用钢板打着“补丁”的肢体
四级残疾人和妻子一起，依靠生猪养殖摆脱了贫困。

“去年卖了70多头猪，毛收入上差不多有10万元。”熊继
忠说，今年他还准备把农家乐开起来，生活一定会越过越好。

而今的熊继忠，和6年前判若两人。
2013年，他在一次煤矿事故中被砸断了盆骨。受伤后

的前两年，熊继忠基本丧失劳动能力，只能依靠双拐勉强行
走。单位在支付数十万元医疗费用后倒闭，后续赔偿没了
希望。面对困境，熊继忠一度丧失生活的信心。

孩子要读书、家人要吃饭……生活的压力不能让妻

子一人承担，“要生存，必须站起来”。想通后，熊继忠开
始拄着拐杖加强锻炼，同时和妻子一起学习饲养生猪。

功夫不负有心人。随着身体的逐渐好转，熊继忠的
养殖技能也在稳步提升。依靠养殖挣的钱，夫妇俩人供
两个孩子念完大学并成功就业，生活压力不断减轻。

2019年8月，就在熊继忠为扩大生产规模筹集资金
犯愁之时，市残联主要领导来到熊继忠家走访慰问，现场
办公为他解决了10万元的产业扶持资金，对其房屋进口
道路进行硬化、在院坝修建花台和栅栏、拆除并改造原旧
猪圈，还会同当地党委政府，准备把熊继忠的生猪养殖场
打造成当地残疾人创业就业示范点。

北碚区金刀峡镇小华蓥村的肢体四级残疾人杨
云刚和熊继忠年龄、经历相似。

2003年的一次煤矿事故，导致杨云刚残疾。失
去劳动能力后，全家一度挣扎在温饱线上。杨云刚
一直都明白，摆脱贫困还需要靠自己努力去打拼。
在恢复生活自理能力后，他通过岳父的教授和帮助，
开始学习中蜂养殖。

在杨云刚的坚持和精心养护下，2008 年至
今，他养殖的蜜蜂数量从原来的几箱发展到
300 余箱，也从一名贫困户成为当地的致富带
头人，带动当地村民和残疾人养蜂，实现增收致

富。
2019年 6月 27日，市残联脱贫攻坚专题调研

走进杨云刚家中。市残联全体党员干部出谋划
策、集智攻关，共同规划产业发展，市残联主要领
导与金刀峡镇党委、政府负责同志现场办公，由市
残联投入专项资金11.5万元，帮助杨云刚的养蜂
合作社新建起了产品加工展示间，并改善了周边
生活环境。

小华蓥村是北碚区的3个贫困村之一。全村有
建卡贫困户65户69人、残疾人家庭35户，其中贫困
残疾人家庭8户。

“今年，市残联拨付资金共计200万元，在全面
实现‘两不愁三保障’的基础上，重点在基础设施建
设、产业扶持上对小华蓥村进行对口帮扶。”小华蓥
村驻村“第一书记”、市残联派驻干部罗也说。

其中，按照《北碚区金刀峡镇小华蓥村残疾人创
业基地等扶贫项目帮扶方案》，100万元资金用于解
决方便残疾人出行周边1.2公里的道路硬化、残疾人
养蜂创业基地建设、残疾人产业扶持和驻村工作经
费开支等项目，另外100万元用于解决村内饮水提
质、厕所改造以及太阳能路灯安装等，所有项目预计
在2020年上半年完成。

残疾人贫困发生率比健全人贫
困发生率高出两倍以上。贫困残疾
人是贫困人口中贫困程度最深、脱贫
难度最大、返贫率最高的特殊困难群
体，是脱贫攻坚战的重点和“硬骨
头”。

像熊继忠、杨云刚这样的残疾人
典型还有很多。虽然身体有诸多不
便，但他们不等不靠，自力更生、艰苦

奋斗，展现了新时代重庆残疾人的良
好精神风貌。他们脱贫致富的生动实
践，是全市残联系统用心用情帮扶、全
力以赴攻坚的真实写照。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残疾人一个
也不能少”。在市残联的殷切关怀和
社会各界的大力支持下，残疾人兄弟
姐妹一定会同全市人民一道迈入全面
小康社会。

新路新家新生活 事业甜蜜富有望 坚决啃下“硬骨头”

开州区大进镇残疾人熊继忠在喂食年猪开州区大进镇残疾人熊继忠在喂食年猪 全国自强模范刘毅将带动30余户残疾人家庭和55户贫困户共同脱贫市残联对口帮扶北碚区小华蓥村修建的无障碍设施

脱贫攻坚战打响后，

市残联始终把贫困残疾人

脱贫攻坚作为重大政治任

务摆在首位，立足全市实

际和自身职能，大力推进

残疾人教育扶贫、就业扶

贫、康复扶贫、抓党建促

脱贫等工作。

尤其是近两年来，全

市残联系统加大政策倾斜

和资金投入力度，重点实

施了贫困地区帮扶、“一

户多残”家庭帮扶、贫困

残疾人家庭危房改造、支

持失能贫困残疾人集中供

养区域性中心建设、“关

注残疾、冬送温暖”等一

系列专项行动。

同时，积极协调相关

职能部门，出台多项扶残

惠残政策措施，实现残疾

人“两项补贴”提标、符合

条件的贫困重度残疾人分

户低保、29 项残疾人医疗

康复项目纳入基本医疗保

险支付范围等，推动普惠

与特惠政策有机衔接，让

残疾人享受到更多实实在

在的优惠，有效促进了残

疾人家庭增收脱贫。

市残联与重庆市医药卫生学校联合开办的残疾人“扶智班”于去年9月9日正式行课 摄/杨毅人工耳蜗植入残疾儿童在市残疾人综合服务中心听力语言康复中心接受听觉言语康复训练

主城区首家贫困家庭失能人员集中照护中心去年11月在北碚区投运 摄/杨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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