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重庆市残疾预防行动实施方案（2021-2025年）》主要举措

包括完善残疾预防科
普知识资源库，加强重点
人群残疾预防知识普及，
开展重点宣传教育活动等
举措。

包括加强婚前、孕前
保健，做好产前筛查、产
前诊断，加强儿童早期筛
查和早期干预等举措。

包括加强慢性病致残防
控，加强社会心理服务和精神
疾病防治，加强传染病及地方
病致残防控，加强职业病致残
防控等举措。

包括加强安全生产和消
防安全监督管理，加强道路交
通和运输安全管理，加强儿童
伤害和老年人跌倒致残防控，
增强防灾减灾能力，加强农产
品和食品药品安全监管，保障
饮用水安全和加强大气、噪声
污染防治等举措。 包括加强康复医疗服务，保

障残疾人基本康复服务，加强长
期照护服务，提升无障碍设施建
设水平等举措。

残疾预防知识普及

出生缺陷和发育障碍致残防控 疾病致残防控 伤害致残防控

康复服务质量提升

关注生命起点健康
预防出生缺陷发生

一个新生命的孕育，对于父母来
说，除了欣喜和期待，随之而来的是为
人父母的责任，如何让孩子健康地成
长，早日发现隐患并及时解决，是每一
位父母面临的难题。

因此，最大限度地从源头控制或减
少出生缺陷和先天性残疾的发生，减轻
社会和家庭负担，是当前政府、社会各
界和残疾人工作者面临的十分紧迫而
重要的课题。

家住云阳县的刘女士是一名智力
障碍患者孕妇，云阳县残联和云阳县卫
生健康委在了解到她怀孕后，积极帮助
刘女士建档和免费产检，在孕期对其规
范产检5次，并对其宣传围产期保健、
新生儿疾病筛查等出生缺陷预防相关
知识。

“在其入院后，我们残联协同医院
还成立了由业务分管领导牵头，医务科
负责人、产科主任、专业助产士、精卫专
家、儿科主任等组成的专业联合诊治小
组，制定诊疗方案，安排单独诊疗病房，
在多科室协作救治下，刘女士母子平安
健康。”云阳县残联相关负责人表示。

关注源头，有效控制出生缺陷和发
育障碍致残，近年来，重庆市残联积极
发挥残疾预防工作牵头作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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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化分解重点任务、明确
责任单位，协调40余家相关单位成立
重庆市残疾预防专家咨询委员会，创新
实施残疾预防项目。在12个区县试点
开展“关爱·未来”项目，探索减少出生
缺陷、发育障碍致残有益途径。

同时，市残联积极联合市卫生健康
委共同印发工作文件加强政策宣传落
地，结合医疗机构点多面广、贴近群众
的优势，在医疗机构针对性地做好残疾
儿童康复救助政策宣传，提醒监护人及
时申请救助，早诊断、早干预、早康复。

此外，市卫健委同步完善服务体
系，加强全市医疗资源整合，成立重庆市
出生缺陷防治管理中心，形成“以具有产
前诊断技术服务资质的医院为中心、区
县级医疗卫生机构为主体、街道社区卫
生服务中心（乡镇卫生院）和其他医疗保
健机构为补充”的出生缺陷综合防治体
系。科学整合资源，整合增补叶酸预防
神经管缺陷、免费婚前医学检查、免费孕
前优生健康检查等项目，联合市民政局
等5部门加强婚前保健工作，推广婚姻
登记、婚前检查和生育指导“一站式”服
务模式，婚检率从2018年的18.84%上
升至2022年的61.17%，每年受益人群
超过20万人次。

“我们正在加强产前筛查和诊断技
术行政许可和监管，每年统一组织全市
产前诊断与筛查技术人员培训考核，规
范机构和人员准入，提高筛查和诊断质
量，降低潜在风险。”市卫健委相关负责

人表示。
目前，我市已初步构建起涵盖婚

前、孕前、孕期、新生儿和儿童各阶段的
出生缺陷三级防治体系，截至2022年
底，全市婚前医学检查率达到61.17%，
孕前优生健康检查率达到95.76%，产
前筛查率达到91.17%，新生儿遗传代
谢性疾病筛查率达到98.59%，新生儿
听力筛查率达到97.56%。

提标扩面康复服务
凝心共助儿童成长

“现在孩子不光能跑跳、上下楼梯，
还在认知、语言、社交等方面有了很大
的进步，作为家长我很欣慰。”来自渝中
区的万女士对孩子的变化感慨万分。

据介绍，万女士的孩子在5岁的时
候被重庆医科大学附属儿童医院确诊
为全面发育迟缓，在医生的建议下，孩
子父母决定让孩子进行智力康复训练。

在渝中区融智儿童发展康复训练
中心老师的热情帮助下，通过“一对一”
并辅以集体课的康复训练模式，采用感
统治疗和物理治疗等干预方法，对其认
知、社交、生活智力、粗/细动作进行高
密度的干预，同时以生活情景模拟教
学、社区教学等灵活多样的教学方式，
尽一切可能满足孩子的训练需求，促进
全面发展。

“现在，10岁的小万已经不再是当
初那个胆小、脆弱的小朋友了，从行走
困难到上下楼梯奔跑自如，从很少说
话、不会主动表达到积极主动打招呼和
有逻辑地聊天，从不会拿筷子吃饭到有
基本生活自理能力，进步的每一步对于
他和他家庭而言都来之不易。”渝中区
残联相关负责人介绍。目前，小万成功
进入重庆市渝中区培智学校开始了一
段全新的人生之旅。

做好残疾儿童康复救助工作，关
系残疾儿童切身利益和健康成长，关
系千家万户安居乐业和美满幸福，关

系社会稳定和文明进步。近年来，市
残联全面实施残疾儿童康复救助。一
方面，全面促进康复机构规范化建设
和能力提升。成功举办西南地区“川
渝藏”优质康复资源供需对接洽谈推
介活动，三地60余家残联、康复机构
参加。推进“质效同行”残疾儿童康复
机构服务能力提升3年行动，组织康
复专家调研、指导残疾儿童康复机构
77家。开展消防安全督导专项行动，
对全市104家民办残疾儿童定点康复
机构开展2轮拉网式现场安全评估，
进一步提升康复机构监管效能。截至
目前，3A等级定点机构达到39家，全
市残疾儿童康复救助定点服务机构达
到193家（343个类别）。

另一方面，加快推动经办服务数字
化改革。全面深化推动数字化改革向
残疾儿童康复救助服务领域延伸，努力
推进“最多跑一次”“一次都不用跑”便
民举措，积极引导残疾儿童监护人网上
申请救助。指导区县优化疑似残疾儿
童诊断补贴工作，探索推进纳入“免申
即享”。进一步加强残疾儿童康复救助
服务管理信息系统安全管理，确保系统
规范运行、信息安全。加强残疾儿童服
务数据比对分析，加快推进“0-14岁持
证残疾儿童康复服务动态监测”模块开
发，定期监测和比对残疾儿童接受康复
服务情况，确保残疾儿童及时享受各类
政策待遇。

同时，加大残疾儿童康复救助力
度。落实“送康上门”要求，2022年对
179名居住在农村偏远地区、因无人陪
护无法到机构康复等特殊情况残疾儿
童提供送康复上门服务。开展残疾儿
童早期干预试点项目，在4个区县探索
开展对0-3岁肢体、听力残疾儿童强化
亲子同训、入户访视等以家庭为中心的
早期干预康复服务试点。残疾儿童康
复救助人数逐年上升，今年已救助
8203名残疾儿童。

王彩艳 杨敏

残疾预防
核心知识全掌握

康复服务促进

◎尽早开展伤病康复，避免残疾发生，减轻残疾程度。
◎树立信心，坚持系统规范康复治疗。
◎及时适配并正确使用辅助器具，提高生活质量。
◎勇敢面对残疾，主动融入社会。
◎家属积极参与，全面介入康复过程。
◎尊重差异，平等接纳残疾人。
◎爱护无障碍设施，主动为残疾人提供便利。

出生缺陷和发育障碍致残防控

◎积极接受婚前医学检查和健康婚育指导。
◎有计划怀孕，主动接受孕前优生健康检查。
◎远离烟酒，远离有毒有害物质，孕育健康宝宝。
◎孕早期不偏食，科学补碘补叶酸，合理控制体重。
◎预防孕早期感染，孕期在医生指导下合理用药。
◎定期接受孕产期保健和产前筛查。
◎积极接受新生儿疾病筛查和访视。
◎密切关注儿童生长发育，定期接受儿童保健服务。

疾病致残防控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少油、少盐、少糖。
◎坚持有氧运动，注重吃动平衡，避免超重与肥胖。
◎不吸烟少喝酒，远离二手烟。
◎关注血压、血糖、血脂变化，做好自我健康管理。
◎定期体检，及早发现疾病，及时就诊，规范治疗。
◎注意个人和环境卫生，及时接种疫苗，预防传染性疾病。
◎保持心情愉悦，有心理问题及时寻求专业人员帮助。
◎爱护视力、保护听力，避免视力和听力损伤。
◎保护生态环境，避免环境污染损害健康。

伤害致残防控

◎悉心照护儿童，预防坠落、道路交通事故等伤害。
◎营造安全家居环境，加强平衡锻炼，预防老年跌倒。
◎遵守交通法规，安全文明出行，预防交通伤害。
◎购买合格产品，按说明书正确使用。
◎遵守安全生产规程，做好职业防护。
◎学习掌握防灾减灾、避险、逃生及现场急救知识和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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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防先天残疾 凝聚帮扶合力 守护美好未来

我市构筑残疾预防多元化社会屏障

核心
提示

“关爱·未来”筛查指导
呵护特殊群体

近年来，重庆市残联创新试
点开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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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有生育意愿
的智力、精神残疾妇女和残疾儿
童母亲及直系家庭成员等疑似
遗传病群体开展基因检测及优
生优育指导。

截至2022年底，我市已在12
个区县开展试点，为育龄段智力、
精神残疾妇女及残疾儿童母亲提
供筛查 18856 人、基因检测 1881
人、生育指导3123人。创新实施
先天性唇腭裂儿童手术救助项
目，通过“早干预、早治疗、早康
复”预防和减少出生缺陷致残。

今年8月25日是第七个

全国残疾预防日。本次残疾

预防日的主题是“预防先天

残疾，守护美好未来”。

做好残疾预防，对于保

障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

健康、提高全民族健康素质、

促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具

有重大意义。加强残疾预防

是服务新时代国家发展战略

的重大任务，是实现人民群

众对美好生活向往的现实需

要，是推动残疾人事业高质

量发展的内在要求。

重庆市委、市政府高度

重视残疾人工作，将残疾人

工作纳入经济社会发展大局

一体谋划、一体推进。重庆

市残联紧跟中国残联行动部

署，结合主题教育深入实施

残疾预防行动计划，一项项

服务保障举措扎实有力，一

个个重点项目持续推进，残

疾预防工作取得显著成效。

我市积极贯彻落实《国

家残疾预防行动计划（2021-

2025年）》，残疾预防知识普

及、出生缺陷和发育障碍致

残防控、疾病致残防控、伤害

致残防控、康复服务质量提

升“五大行动”正同步推进

中，预计到2025年，覆盖经

济社会发展各领域的残疾预

防政策体系将进一步完善，

全人群全生命周期残疾预防

服务网络更加健全，全民残

疾预防素养明显提升，遗传

和发育、疾病、伤害等主要致

残因素得到有效防控，残疾

人康复服务状况持续改善，

残疾预防主要指标处于西部

地区前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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