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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渝中区的一个地下车库里，有一个小
巧的洗车场，3位智力残疾人正在认真地为客
户洗车。

“这个小型洗车场是市残联免费提供的
场地，并利用残疾人就业扶持政策办起来的，
解决了3位残疾人就业。”洗车场负责人说。

“残疾人就业虽然有不少的扶持政策，但
如何让这些政策落地落实，在促进残疾人就
业中发挥最大的效应，是需要考究的问题。”

市残联相关负责人介绍，为确保这些政策落
实到位，我市坚持了两个字：精准。

近年来，我市不断完善残疾人就业扶持政
策，先后制定出台了《重庆市扶持残疾人自主就
业创业的实施意见》《重庆市盲人按摩人员就业
扶持办法》等。下一步还将制定出台对超比例
安排残疾人就业的用人单位的奖励办法等。

再好的政策也要落地落实才能显示出好
的效应。因此，市残联通过各种方式，精准地

为有就业创业需求和条件的残疾人送政策上
门，让残疾人享受到更多就业政策的扶持。
在市政府的高度重视下，我市积极推动机关
事业单位、国有企业带头安置残疾人和集中
安置残疾人企业享受增值税即征即返以及扶
持灵活就业等一系列政策落地落实。

针对高校残疾人毕业生就业，市残联创
办了“离校未就业残疾人大学生就业特训营
暨秋季双选会”，构建起了培训、包装、面试、

就业、宣传“五位一体”的残疾人大学生就业
新型服务模式，以“一人一策”为基础，让残疾
人大学生通过在特训营中的“潜心修炼”，增
加就业能力和就业机会。

目前，2022年全市生源地830名应届高
校残疾人大学生的就业信息调查已全部录
入。下一步，市残联将积极协调市人力社保
局、市财政局、市教委等部门落实残疾人大学
生就业优惠政策，帮助他们实现就业。

位于万州的重庆谭木匠工艺品有限公
司，主要生产经营木梳角梳以及生活日用木
制品，其中不少岗位都适合残疾人。

近年来，这家公司坚持把适合的岗位拿
出来安置残疾人就业。目前，在公司里就业
的900余名员工中，残疾人就有340名，他们
的月平均工资收入已达到4165元。

让残疾人在适合的岗位上就业，才能做

到稳定就业。市残联相关负责人说，我市通
过与企业沟通，结合市场需求，为残疾人就业
开辟适配的岗位、提供适宜的创业机会。

在市残联创办的微笑集市里，陶艺、木
雕、花艺等文创产品，吸引了不少消费者。这
些产品基本上都是出自残疾人之手。綦江特
殊教育学校的学生范世波学到了一门陶艺技
能后，就立志要靠制作陶艺产品自立自强。

引导企业创造更多适合残疾人就业的
岗位，也是精准到岗的重要措施之一。涪
陵区凯高玩具（重庆）有限公司专门设置适
合残疾人就业的岗位，近年来，已吸纳200
余名残疾人就业。公司相关负责人说，正
计划投入更多设施设备，完善无障碍工作
与生活场所，成立残疾人专用车间，成立残
疾人就业实训基地（中心），帮助更多的残

疾人来企业就业。
为残疾人精准地对接适合的就业岗位，

有效地促进了我市残疾人就业。我市各级残
联组织除了开展就业援助月等活动外，还通
过入户走访残疾人家庭、登记失业人员、举办
各类形式残疾人就业招聘会、推动全市用人
单位按比例安排残疾人就业等举措，实现全
市每年新增残疾人就业5000人以上。

曾政生活在无声的世界里，但他的人生
却照样精彩。在参加了市残联举办的咖啡经
营服务技能培训后，他先在一家咖啡店就业，
在2021年残疾人咖啡师竞赛中获得一等奖
后，开始自己开店创业。

咖啡经营服务培训，就是对残疾人就业
的一种精准到人的培训。语言和听力残疾
人，虽然在听说方面受限，但在咖啡经营服务
中却并不受影响。目前，通过这一精准的培
训，已有一批残疾人进入知名咖啡店就业，甚
至自己开店创业。

技能，是制约残疾人就业的瓶颈。健全
人学一项普通的技能很容易，但残疾人要掌
握一项技能，却要花成倍的精力和时间。以
洗车为例，健全人只需四五天就能成为一名
熟练工，而渝中区那3名在洗车场就业的残

疾人，则经历了整整3个月的培训，才熟练掌
握了洗车技能。

“在组织残疾人职业技能培训时，我们没
有泛泛地进行，而是先对有就业能力的残疾
人进行就业意愿等情况的摸底调查，然后开
展精准培训。”市残联工作人员说，这样能有
效地为残疾人匹配适合岗位，实现稳定就业。

例如，针对盲人，最好的岗位是按摩，市
残联就通过线上微信“空中课堂”和线下“送
课下基层”等活动，多形式、分层次对他们进
行按摩技能培训。据悉，近两年来，重庆在全
国盲人医疗按摩考试中，平均通过率达到了
全国第一。目前，全市已有2000多名盲人通
过盲人按摩培训，进入保健按摩行业。

随着互联网技术和数字经济的发展，一
大批新职业、新就业形态为残疾人追逐梦想

提供了更多机遇和可能。
为此，我市结合残疾人类别、等级等实际

情况，有针对性地开展互联网营销师、全媒体
运营师、直播带货、农村实用技术等职业技能
培训，并通过“先训后赛、以赛促训”的形式，
先后举办了川渝残疾人自媒体营销大赛、“巴
渝工匠杯”重庆市残疾人直播大赛等。此外，
市残联还与市科协在重庆市科技馆合作打造
了全国首家残疾人科技创新教育基地，与全
国领先的“博拉5G视频直播基地”战略合作，
指导残疾人大学生等开展新职业体验。

目前，市残联通过新媒体技术的培训，已
帮助200余名残疾人在新媒体领域就业创
业。例如巫山县残疾人彭军在重庆科创职业
学院软件技术专业毕业后，运用自己学到的
技术，在残联的帮助下，创办了重庆残之梦商

贸有限公司，进行生产、收购、初加工、利用互
联网线上线下销售农副土特产。自去年3月
开业以来，已实现销售收入上百万元。

在精准的技能培训下，我市一大批残疾
人掌握了技能，实现了顺利就业、成功创业。

6年前，家住九龙坡区的汪林因病导致重
症肌无力，被鉴定为肢体四级残疾。然而，通
过培训，她又有了新的人生，还成为一名获得

“重庆英才卡”的人才。
2018年汪林参加手工花艺的免费培训，

2019年进入凤池荷语职业培训学校，成了一
名花艺培训师，并在市残联的推荐下，参加了
第六届全国残疾人职业技能大赛，获得花艺
项目全国第二名，获“全国技术能手”称号。
同时还获得了重庆市巾帼建功标兵、重庆市
首席技能大师工作室专家等称号。

政策精准到位

培训精准到人

就业精准到岗

残疾人就业是最困难的就业。与健全人
就业相比，他们不仅在身体上受限，还有文化

知识、技能上的匮乏。以我市目前就业年龄
段的残疾人来说，相关数据显示：有初中文化
程度的仅占35.13%，高中文化程度的仅占

6.03%，大专及以上文化程度仅占2.14%。
面对空前严峻的残疾人就业形势，市残

联努力以创新精神，针对残疾人实际情况，将

扶持政策精准落实到位，技能培训精准到人，
为有就业需求和就业条件的残疾人精准适配
岗位，努力创造残疾人就业的良好大环境。

精准施策 突破难点

重庆市残联“精准施策+精心服务”破解残疾人就业难题
全市就业年龄段内的残疾人一半以上实现就业，残疾人整体就业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残疾人就业创业，会遇到比常人
更多、更复杂的难题。我市各级残联
用暖心贴心、精细到人的服务，一路为
残疾人就业创业保驾护航。

“大学毕业后，我换了几次工作，
越来越不开心。”肢体残疾人袁哲就业
后因不擅表达，整天郁郁寡欢。

了解到袁哲在就业上的困惑后，
“职有爱”平台的专员及时帮他对接了
心理咨询师。经过4次面对面交流、数
次微信沟通，心理师对袁哲进行了心
理重塑。如今，袁哲在一家运动康养
公司从事前台客服工作，“相比之前，
我的心理成熟了、自信了，也更快乐

了。”他说。
肢体残疾人陈亚星，2020年从重

庆城市管理职业学院毕业后，做过文
员工作，后受疫情影响回家待业。去
年6月，“职有爱”平台得知了她的求职
信息后，对她进行技能、岗位意愿等回
访，随后为她精准匹配了岗位。经过
面试、培训后，陈亚星目前已入职中国
移动重庆公司“爱心通”服务团队，用
自己的技能服务更多的残疾人。“下一
步，我打算提升一下学历，争取考个本
科。”陈亚星对自己的未来充满了期
待。

黔江区的魏垣相是一位有强烈就

业意愿的残疾人，但因多种原因，长时
间找不到合适的就业岗位。后来经过
市、区残联工作人员的共同努力，为他
联系了渝江岚峰动力部件有限公司，
企业派人面试魏垣相后，将其安排到
了公司产品检测工作岗位上。

开展就业指导，实现人岗匹配；以
需求为导向，让残疾人求职者更省
事、方便；于细微处着手，专注服务点
对点。为残疾人就业和创业排忧解
难，市残联真正做到了精准到岗、精细
到人。

精心服务 职有所爱
以精致服务的向善之心，让残疾

人就业职有所爱。
近年来，市残联突出“发挥市场决

定性作用，助残就业创业增收”这一主

题，抓住提升就业创业服务能力这一
主线，把有就业需求和有就业能力的
残疾人作为服务重点，坚持整合政府
和市场各方资源，推动传统的就业服

务向残疾人人力资源开发跃升，促进
全市残疾人更加充分更高质量就业创
业。

如何高效地找到有就业需求和就
业能力的“两有”残疾人，是破解残疾
人“找不到岗”与用工单位“招不到人”
的“两难”问题的关键。

2021年5月，市残联联合重庆移
动公司搭建了残疾人专用求职公众号

“职有爱”。创新推出“能力测评——
岗位开发——供需对接——就业跟
踪”的全链条残疾人专业化流程服务
模式。

这一平台依托快捷求职登记核心
功能，动态收集残疾人的求职信息，专
人点对点核实信息，聚合形成残疾人求
职者画像数据库。数据库向人力资源
机构免费开放残疾人求职信息，让残疾
人和用人单位实现迅速有效对接。

与此同时，通过公开招募8家人力
资源公司，让更多社会组织参与对接，
让专业力量实现供需精准匹配，使市

场在残疾人就业和企业用人的配置中
发挥更好的决定性作用。如重庆市智
悦人力资源管理有限责任公司通过与
企业进行定岗培训等，为残疾员工提
供精准就业服务。目前，已培训和安
置残疾人1000余人。

精心的服务，促进了残疾人就
业。2019年毕业于重庆师范大学特殊
教育（信息与资源）专业的李松，小时
因青霉素过敏，导致听力受损失聪（目
前戴助听器）。在市残联的精心服务
下，他成为了“职有爱”就业平台的运
营专员，又在自己的岗位上，为更多残
疾人服务。

听力和言语残疾人在求职时面临
的难题尤为突出，不能与健全人进行
有效交流沟通，成为了就业群体中的
特殊群体。为此，在为这一群体就业
服务中，“职有爱”平台专门配备了手

语翻译，“一对一”“点对点”为聋人求
职提供贴心的无障碍服务。企业在开
发适残岗位时，运营专员还会提前介
入，针对聋人群体的特点，给企业提出
合理且实用的岗位用工及管理等建
议。

“职有爱”平台专心、专注、专业的
运营团队，不断推动提升完善平台快
捷性、实用性、精准性，让数据多跑路、
残疾群众少跑腿，打造闭环式就业服
务体系，较为有效地破解了“找不到
岗”“招不到人”的难题，为有就业意愿
和就业能力的残疾人提供高效的就业
服务。

数据显示，“职有爱”服务平台自
2021年5月上线至今，已开展市级“直
播带岗”100余场次，收集残疾人求职
登记信息1100条，156人通过平台实
现就业。

巴南区残疾人鲜敏在市、区残联
的精致指导下，创建重庆芸中鹰航空
科技有限公司。她的公司还与重庆大
学物理学院联合打造了无人机研发实
验室。经过大半年的艰辛研发，集合
了万向摄像机构、四旋翼摄像无人机
等7项实用新型发明专利的第一代无
人机“隼”—1620正式面世。

在创业的同时，鲜敏还自筹资
金成立巴南区芸中鹰科普义工服务
中心，积极组织和开展科技助残和
保护环境等公益活动。2018 年 8
月，鲜敏组织科普义工免费培训无
人机女飞手，同时协助巴南区妇联
组建了全国首支巾帼志愿者女飞手
巡河队，定期到长江巴南段用无人
机进行巡逻监测。

近年来，市残联和各区县残联为
残疾人创业提供精致指导服务，将残
疾人创业扶持政策、资金等送到残疾
人企业。

除此之外，市残联还建立重庆市
残疾人创业孵化基地，帮助有创业意
愿的残疾人孵化企业。

该创业孵化基地有2600多平方
米，设备齐全，无障碍设施完善，有专
门的管理运营团队，设有办公区、休
息区、会议室等功能区域，是我市以
新文创、新农业、新科技、新电商产业
孵化和双创人才培养为主要特色和
功能定位的残疾人就业创业服务载
体。孵化基地为我市创新创业的残
疾人提供免费办公场所以及项目咨
询、创业孵化、技能培训、创业指导等

低成本、便利化、全要素、开放式的综
合服务，为全市残疾人开辟了就业创
业的“幸福通道”。

据介绍，重庆市残疾人创业孵化
基地自去年10月正式启动运营以来，
已入驻孵化企业14家。今年一季度，
入驻企业的总营业额达948.7万元，
共实现税收22.51万元，入驻企业带
动170人就业。如入驻孵化基地的燕
尾山农产品电商项目，已实现月销售
收入6万元左右，解决2名残疾人就
业，还带动了10户残疾人家庭发展养
殖业。

这一市级残疾人创业孵化基地，
带动了区县孵化基地的建设。目前，
大足、大渡口、黔江等区县也先后建立
了残疾人创业孵化基地。

就业难，残疾人就业更难。
然而，我市的残疾人就业却在艰难中实现了突破性进展：当前，我市就业年龄段内的残疾人有45万余人，整体就业率约为54%。全市残疾人整体

就业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尤其是我市生源地应届残疾人大学毕业生就业成绩不凡，2021年初次就业率首次超过90%。
这样的成绩来之不易！

“这是在市委、市政府对残疾人事业的高度重视下，在市人力社保、民政、乡村振兴等部门的共同努力下，在残疾人就业工作中坚持精准施策，做好
精心服务的成果。”重庆市残疾人联合会（以下简称“市残联”）相关负责人说。在促进残疾人就业中，我市不断创新思维、创新措施，把党和政府对残疾
人的关爱，融入到帮助他们实现就业创业、实现共同富裕的工作中。

盲人按摩师为顾客按摩

听力言语残疾员工在工厂劳作

残疾人创业者彭军正在打包货物

残疾人辅助性就业机构的残疾员工在洗车

重庆首届残疾人直播大赛现场

重庆选手参加2020年川渝地区首届残疾人自媒体营销大赛总决赛

王彩艳 陈佳佳
图片由重庆市残疾人联合会提供

2021年巴渝工匠杯重庆市第三届残疾人职业技能竞赛比赛现场巴南区残疾人鲜敏（中）与她的团队成员讨论无人机研发工作市区两级残联与人力资源机构为残疾人开通务工专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