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惠残助残 让爱无“碍”

让广大残疾人安居乐业、衣食无忧，过上幸福美好的生活，是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宗旨的重要体现，是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必然要求。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残疾人事业发展，对残疾人格外关心、格外关注。

今年，重庆市残联对标对表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和市委、市政府工作要求，大力推进2022年重庆市级15项重点民生实事之一的“百千万惠残助残行动”，努力在全市范围内创建起100家“渝馨家园”（残疾人之家），为1000名以上残疾妇女和残疾儿童

母亲及其直系家属等群体开展筛查、检测及生育指导服务，为有需求的残疾人提供辅助器具适配服务1万人次以上，凝心聚力把惠残助残这件民生实事办到残疾人的心坎上，为实现残疾人事业高质量发展奠定坚实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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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残联 高质量推进“百千万惠残助残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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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渝馨家园”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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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想到在家门口就可以进行康复训
练，还能在这里享受到心理关怀和就业帮
助，对于我们残疾人来说真是贴心又暖
心。”4月15日，正在垫江县高安镇“渝馨家
园”内进行康复训练的陈阿姨激动地说。

“渝馨家园”系重庆市“残疾人之家”的
建设品牌，是具备党建活动、社区康复、日
间照料、辅助性就业、文化体育、技能培训、
法律维权、业务代办等全部或多项功能为
一体的残疾人综合服务平台。

垫江县高安镇“渝馨家园”正是我市首
批重点打造建设的五星级“渝馨家园”之一。

该“渝馨家园”是由原圆梦残疾人服务
中心、兰兰特校、兰兰幼儿园、兰兰小学通
过统筹整合现有资源建立起来的。这里完
善了党建活动室（培训室）、辅助就业室、工
疗室、直播室、肢体康复室、心理咨询室、阅
览室、图书室、日间照料室、辅助器具租借
室、生活重建室等21个功能室，为高安场镇
8个村（社区）共计471名残疾人提供便捷
的服务。

“多亏了我们街道的‘渝馨家园’，现在
的我终于不再是父母负担，终于能靠双手
养活自己，我也是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
了！”在沙坪坝丰文街道“渝馨家园”，残疾
人张建谈到现在的工作激动万分。

作为重度肢体残疾人士，张建大学

毕业后求职四处碰壁，只能在老家与父
亲一起照看家里的小卖部，获取微薄收
入，而现在在街道“渝馨家园”的帮助下，
他成了沙坪坝丰文街道“渝馨家园”移动
爱心通服务站的一名员工，也是丰文街
道“渝馨家园”与移动爱心通共同合作辅
助性就业第一人，收入达到了每个月
3000-4000元。

丰文街道“渝馨家园”负责人任明强
说：“张建的就业正是我们与中国移动合作
开展残疾人技能培训的一次尝试，目前已
经有4名残疾人在这个训练基地接受培训，
接下来我们还将引入更多的技能培训项
目，帮助残疾人学习一门技能，获得更加稳
定的收入。”

以美好生活为目标、残疾人需求为导
向、社区服务为载体、资源整合为手段，为
残疾人提供一个“更好融入社会，享受精准
服务，共享高质量发展成果，实现高品质生
活”的家园，打造成为“党建引领的阵地、残
健融合的平台、精准服务的载体”，正是我
市打造“渝馨家园”的初心与使命。

“我们在全市出台《重庆市‘渝馨家园’
建设指导方案》，《方案》中提供了20项不同
功能的帮扶举措可供‘渝馨家园’建设使
用，包含党建活动、日间照料、辅助性就业、
康复服务、技能培训、文体活动、法律维权、

协会活动、志愿服务、业务代办、创业就业、
生活重建、居家服务、心理咨询、爱心超市、
智慧管理、知识宣传、食堂用餐、社会组织
培育、辅具展示租赁等服务功能。截至8
月，在市残联指导，各级残联、街道积极配
合下，我们已完成117个‘渝馨家园’的创
建，其中五星级32个，不同的家园正呈现出
各具特色、各具风采的发展建设格局。到

‘十四五’末，全市所有乡镇（街道）将全部
建立规范化的‘渝馨家园’。”市残联相关负
责人介绍。

例如，南岸区海棠溪街道“渝馨家园”
便是在“党建轴心”引领下，打造“五彩助
残”服务，为辖区残疾人提供“积极橙爱心
助残”“舒适蓝文体助残”“生机绿康复助
残”“丰收黄就业助残”“幸福粉生活助残”
五大板块20项助残服务。同时，还积极为
残疾人建立“党群会客厅”，首创设立党代
表助残接待日，通过链接党团资源，成为残
疾人“解困”的残疾人业务代办点、“解惑”
的残疾人咨询转介处、“解忧”的残疾人法
律维权站。

江北区铁山坪“渝馨家园”则通过社
区、社会组织、社工、社区志愿者和社会公
益慈善资源“五社联动”，将“渝馨家园”打
造成为共建共享的扶残助残综合服务平
台。在社区层面，积极构建“1+10”残疾人
工作体系（1个街道残联+10个村社区残
协），以组织聚合力，用机制保落实，切实引
领残疾人事业发展……

一个个帮扶内容丰富、贴心暖心的“渝
馨家园”正在巴渝大地上次第开花、争相斗
艳，一步步成为残疾人士的活动阵地、心灵
港湾。

接下来，市残联还将继续突出工作创
新，积极探索“渝馨家园”的运营管理模式，
进一步提升服务残疾人的能力和水平。加
强分类指导，结合残疾人实际需求改进服
务内容和方式，推动全市“渝馨家园”更好
发挥作用。积极调动各类社会公共资源，
不断健全服务残疾人的网络体系，使其布
局更趋合理，推进重庆市残疾人事业高质
量发展。

夯 实 阵 地

百余家星级“渝馨家园”加速落地

重庆市首届“渝馨家园”——脊髓损伤者“希望之家”师资培训班，鼓励脊髓损伤者走出家门

“现在有了轮椅，出行方便多啦！天
气好的时候还可以去街上逛逛。”家住武
隆区仙女山镇的残疾人豆汝胜看着新适
配的轮椅，脸上洋溢着灿烂的笑容。

多年前因一场施工意外，豆汝胜脊髓
受到了严重创伤，下半身失去知觉。在了
解到豆汝胜的具体情况后，当地残联积极
落实各项帮扶政策，帮助其填写材料，申
领辅助器具。

现在，有了免费适配的辅助器具，豆
汝胜可以依靠轮椅进行简单的日常移动，
天气好的时候还可以坐着轮椅和朋友们
去镇上走走，人也从刚受伤时的沉默寡言
变得外向健谈。“轮椅让我对生活再次有了
信心，现在不用在床上躺着，可以出来走
动，感觉人都轻松多啦！”豆汝胜说。

辅助器具，简称辅具，是指残疾人使
用的，能够有效预防、补偿、减轻或抵消身
体功能障碍的产品、器械、设备或技术系
统。在重庆，为残疾人适配辅具已成为帮

扶救助残疾人的常态化动作之一。
一件小小的辅具作为残疾人生命和

尊严的“支点”，不仅可以解决残疾人生活
中的不便，还能重塑信心，让他们可以自
主的、有尊严的、有质量的生活。

近年来，市残联始终按照“急残疾人
之所急，帮残疾人之所需，为残疾人办好
事、办实事”的原则，抓紧抓实残疾人辅具
适配工作，用心用情帮助残疾人重建“美
好生活”。

“今年，我市各区县以农村低收入残
疾人和重度残疾人等困难残疾人群体为
重点，针对残疾人身体功能损失状况、环
境因素、回归社会的目标、辅具需求等进
行综合评估，着力提高辅助器具适配服务
的精准率和实效性，同时加强残疾人辅具
的使用指导，提高辅具的有效利用率。开
展康复辅助技术咨询师培训课程体系科
研课题研究，提高辅具适配专业化、系统
化水平。截至目前，我们已为17340名有

需求的残疾人提供了辅具适配服务。”市
残联相关负责人介绍。

为使残疾人获得更为贴心的辅具适
配服务，今年市残联结合2019年、2020
年辅具适配工作调研情况，起草了“残疾
人基本辅具目录”，进一步促进残疾人辅
具保障制度建设，推动残疾人辅具行业发
展和科学管理，不断满足残疾人多样化、
个性化、专业化的辅具服务需求。同时，
注重在“渝馨家园”中强化辅具基本知识
宣传、评估适配、租赁等功能建设，让残疾
人就近就便得到辅具服务。

为进一步将惠残、助残工作落到实
处，市残联从残疾人实际需求出发，在进
行辅助器具发放工作的同时，进一步加强
残疾人康复服务力度，推动残疾人康复服
务更加精准。

一方面，通过引导各区县核实辖区残
疾人康复需求，为残疾人提供更为精准有
效的康复服务。指导4个全国残疾人家
庭医生签约服务重点联系点开展工作，总
结提炼试点开展情况，力争形成可推广、
可复制的经验。截至目前，全市已为
20.52万名有康复需求的残疾人提供了基
本康复服务。

另一方面，加大残疾儿童康复救助力
度，强化规范标准，开展康复机构安全督
导专项行动，印发《重庆市先天性唇腭裂
儿童手术救助实施方案（试行）》，推进“十
四五”残疾儿童早期干预试点项目，实施

“质效同行”残疾儿童康复机构服务能力
提升三年行动，推动残疾儿童康复救助服
务做优做强。截至目前，共为7225名残
疾儿童提供康复医疗、康复训练、辅助器
具配置等康复服务。

“把残疾人的冷暖挂在心上，为残疾人
提供高质量的服务，是我们作为残疾人工
作者的应尽职责。”市残联相关负责人表
示，下一步我市将继续以高质量推进“百千
万惠残助残行动”为契机，落实以人民为中
心的发展思想，坚持把不断满足残疾人美
好生活需要作为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着力改善残疾人民生福祉，维护残疾人合
法权益，促进残疾人全面发展和共同富裕，
让残疾人群体共享幸福美好生活。

构 筑 “ 支 点 ”

万余件辅助器具重建美好生活

“孩子有智力残疾，我还能再生育吗？”
“妈妈有精神障碍，会不会影响孩子？”“家里
人有先天的致残性疾病，还能生育吗？”……
近日，市残联携手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
院产前诊断中心专家来到綦江区妇幼保健
院，开展“关爱·未来”育龄段智力、精神残疾
妇女及残疾儿童母亲关爱计划面诊服务，现
场不少残障人士提出了疑问。

残疾风险伴随每个人，残疾预防与个人
健康、家庭幸福、经济社会健康发展息息相
关。

现场，专家们从智力、精神残疾及生育
等方面，对130户疑似遗传病家庭相关人员
进行了“一对一”的健康咨询和诊疗服务，并
开展了染色体基因检测、抽血等相关指标检
查，为下一步基因筛查做好前期准备。

杨女士便是其中之一。杨女士的母亲
在幼年时便被发现有智力缺陷，后来成婚生
子哺育了杨女士和她的两个妹妹。“现在就
很想知道家族遗传对我未来结婚生育会不
会有影响。”杨女士说。

像杨女士一样在生育方面有所困惑的
残疾人家庭不在少数，而甄别家庭遗传病最
好的方法就是对其亲属进行基因测序。

据了解，“关爱·未来”育龄段智力、精神
残疾妇女及残疾儿童母亲关爱计划，是为试
点区县20-49周岁育龄段智力、精神残疾
妇女和0-15周岁智力残疾儿童母亲及直
系家庭成员开展筛查、基因检测及生育指导
服务。

该项目先由试点区县残联组织筛查人
员深入残疾人家庭，针对智力残疾妇女和智
力残疾儿童母亲生育情况和生育意愿，通过
病史收集进行初步筛查。同时，针对有生育
意愿的精神残疾妇女开展优生优育指导，再
由产前诊断专家实地问诊，全面、详细、准确
地采集病史，确定基因检测项目或提供相关
生育建议，对符合条件疑似遗传病家庭按照
自愿检测原则，开展基因检测后出具检测报
告及遗传咨询告知书。最后由试点区县筛
查人员根据遗传咨询专业技术人员提供的
基因检测解读结果或相关生育建议，对有生
育意愿的智力、精神残疾妇女及智力残疾儿
童母亲开展生育指导，及时宣传遗传病知
识，定期监测、了解生育情况。

截至目前，全市已累计完成18856名残
疾妇女和残疾儿童母亲及其直系家属的筛查
工作，为1248名残疾人及其亲属开展了基因
检测，为915名残疾人开展了生育指导服务。

“此次‘关爱·未来’育龄段智力、精神残
疾妇女及残疾儿童母亲关爱计划，是推动残
疾人事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也是抓实
残疾预防、减少残疾发生的有益探索，计划
的实施将有利于提升残疾人的获得感、幸福
感、安全感。”市残联相关负责人表示。

同时，为进一步高质量推进残疾预防工
作，今年6月，市政府办公厅还出台了《重庆
市残疾预防行动实施方案（2021—2025
年）》，明确了重庆市“十四五”时期残疾预防
工作的总体要求、主要举措、保障措施，提出
了“残疾预防主要指标处于西部地区前列”

的总体要求，将“孕产妇系统管理率”“产前
筛查率”“3岁以下儿童系统管理率”“登记
在册的严重精神障碍患者规范管理率”“适
龄儿童免疫规划疫苗接种率”“开展精神障
碍社区康复服务的区县”6项主要指标在国
家规定的目标值基础上适度提高。

此外，《实施方案》坚持全面实施覆盖全
人群全生命周期的残疾预防三级防控策略，
针对遗传和发育、疾病、伤害等主要致残因
素防控，明确了20项主要举措和25项主要
指标，落实了每项指标牵头单位，为残疾预
防绘制出了详尽完善的“施工图”。

目前，市政府残工委通过积极举措、多
样手段，加强残疾预防，有效减少和控制残
疾发生、发展，为所有群体筑起残疾预防的

“防火墙”。

关 爱 · 未 来

千余例基因检测和生育指导服务呵护特殊群体

“关爱·未来”项目专家走进区县，为残疾家庭提供健康咨询和诊疗服务

用品牌
照亮志愿助残服务之路

近年来，市残联加强培育各类志愿助残服务
品牌，进一步推动助残志愿服务制度化、常态化、
项目化发展，培育和引导广大行业青年、社会力量
为广大残疾人提供优质高效的服务，不断增强残
疾人的幸福感和获得感，营造全社会扶残助残的
良好氛围。

做亮“馨小青”西部助残志愿者品牌。市残联
与团市委于2021年共同启动实施大学生助残志
愿服务行动专项计划，两年来，面向全国高校应届
毕业生和在读研究生累计招募近2000名大学生

“馨小青”助残志愿者到各区县从事残疾人志愿服
务，加强基层工作力量，扎实做好残疾人民生保障
和公共服务工作。

做亮“阳光行动”助残品牌。与团市委联合举
办助残“阳光行动”青年志愿服务，建立青年志愿
者“市+区县+高校”志愿者体系，常态化开展助残
志愿服务活动220余场、服务残疾人4000余人次，
并定期举办重庆市助残“阳光行动”骨干志愿者培
训班。在全市谋划建设100家“渝馨家园”残疾人
服务阵地，为青年志愿者开展志愿活动提供阵地
堡垒，促进志愿服务在助残阵地的有效开展。

做亮“不忘初心跟党走”助残项目大赛品牌。
联合多部门举办两届重庆市助残志愿服务项目大
赛和两届中国青年志愿服务项目大赛重庆赛区选
拔赛，培育“邻里守望助残”“校园芬芳助残”“医疗
康复助残”等高质量志愿服务活动，“益”起来筑
梦、七色光绘梦两个志愿助残项目被中宣部、中央
文明办评选为全国学雷锋志愿服务“四个100”先
进典型最佳志愿服务项目，不断推动社会组织、公
益团体、高校志愿社团为广大残疾人提供优质高
效的服务。

看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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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重庆市残疾儿童康复服务技能大赛（决赛）现场南岸区海棠溪街道残疾人之家“渝馨家园”集养老助残、康养结合、就业康复、文体融合发展于一体

铜梁区残联将辅助器具送到残疾人身边，为他们的生活带来更多便利

“馨小青”志愿者引导残疾儿童阅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