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为树立平等为树立平等、、融合融合、、共享的价值导向共享的价值导向，，充分发挥充分发挥
荣誉表彰的精神引领和典型示范作用荣誉表彰的精神引领和典型示范作用，，进一步激励进一步激励
广大残疾人自尊广大残疾人自尊、、自信自信、、自强自强、、自立自立，，汇聚全社会向汇聚全社会向
上向善的积极力量上向善的积极力量，，推动残疾人事业高质量发展推动残疾人事业高质量发展，，
近日近日，，国务院残工委国务院残工委、、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中国中国
残联联合开展第七次全国自强模范暨助残先进评残联联合开展第七次全国自强模范暨助残先进评

选选，，表彰一批全国自强模范表彰一批全国自强模范、、全国残疾人工作先进全国残疾人工作先进
集体和先进个人集体和先进个人。。

其中其中，，重庆重庆66人获评全国自强模范人获评全国自强模范，，66个集体获个集体获
评全国残疾人工作先进集体评全国残疾人工作先进集体，，22人获评全国残疾人人获评全国残疾人
工作先进个人工作先进个人。。这这1414名获奖个人和集体名获奖个人和集体，，是重庆残是重庆残
疾人事业发展的生动注脚疾人事业发展的生动注脚，，更是新时代奋斗精神的更是新时代奋斗精神的

璀璨缩影璀璨缩影，，他们以自强照亮人生他们以自强照亮人生，，用大爱温暖社会用大爱温暖社会，，
他们的故事告诉我们他们的故事告诉我们：：自强自强，，是用伤痕做勋章是用伤痕做勋章，，以勇以勇
气为翅膀气为翅膀；；助残助残，，是把他人的困境当成自己的牵挂是把他人的困境当成自己的牵挂，，
将社会的责任扛在肩头将社会的责任扛在肩头。。

在重庆这片土地上在重庆这片土地上，，广大残疾人和残疾人工作广大残疾人和残疾人工作
者正以坚定的步伐者正以坚定的步伐，，走向更加美好的未来走向更加美好的未来。。

重庆市获评第七次全国自强模范暨助残先进风采重庆市获评第七次全国自强模范暨助残先进风采

在荣昌区刘吉芬陶艺工作室
里，75岁的刘吉芬正用布满老茧的
手摩挲着刚出窑的陶罐。

出生于陶艺世家的刘吉芬，虽
患有听力残疾，但他身残志坚，60
余年如一日专注制陶，成为荣昌区
目前唯一一个掌握识矿、制釉、雕花
等一整套技艺的“全能王”。

特别是，刘吉芬独创了“绞胎工艺”，通过不同色
泥分层叠加形成天然纹理，极大地提升陶器的美学价
值，代表作《巴蜀遗韵》《乡情晨曦》等作品荣获国家
级、省级“百花杯”“金凤凰”“大地奖”等金奖15项、银
奖15项，其主创设计的“寒江独钓陶品”更成为外事
礼品，向世界展示中国文化。

“陶艺就是我生命的全部意义。”刘吉芬说，他打
破家族传统，广收学徒，把260名徒弟培养成荣昌陶
艺技术骨干，其中30人成为省市级大师。他还选择
返乡创办企业，企业年产值达32亿元，带动就业1.5
万余人。如今，安陶小镇已成为集文化、旅游、产业于
一体的特色小镇。

从学徒到国家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刘吉芬用沾
满泥浆的双手，将荣昌陶的火种代代相传。

秀山县城的茶楼里，盲人老板杨兴
祥正用盲杖轻轻敲击地面，听声辨别
方位。“别人看不见我眼中的世界，但
我能看见人心的温度。”杨兴祥说。

31岁时，杨兴祥因疾病双目失
明，在朋友姚祖兵的帮助下进入按
摩店学习，每天苦练16个小时，用
三年时间攒下了20万元。

2003年，杨兴祥在县城开了第一家茶楼。“看不
见，我只能靠嗅觉分辨茶叶好坏。”他摸索着调配出独
特的菊花茶配方，茶楼生意蒸蒸日上。2017年，他转
型矿业，投资600万元入股湖南石英材料公司，2024
年公司以800万元首付购入非洲两座矿山。

致富后的杨兴祥始终惦记着家乡。每年春节，他
都会为60岁及以上的老人送去慰问金，为村里受灾
户捐款，为患病儿童捐赠医疗费……这些年来，他累
计捐赠50余万元反哺家乡。

“我要建800平方米的残疾人就业孵化基地，让更多
人靠双手吃饭！”现在，杨兴祥正在秀山创建残疾人就业
孵化基地，建成后将为残障群体提供“造血式”帮扶。

他用诚信铸就商业传奇，更用爱心照亮无数人的
生命之路。“当年姚祖兵递给我的那盏灯，现在由我传
给更多人。”杨兴祥说。

“残疾不是人生的终点，而是奋
斗的起点。”廖克力今年35岁，这位
肢体二级残疾的乒乓球运动员，用
独臂挥拍书写奥运传奇。

5岁时的电车事故让廖克力失
去右臂，左手功能几近丧失，但母亲
的一句“别人能做到的，你也能”激
励他重新站起来。他用绷带把笔绑
在僵硬的指间练习写字，反复尝试用左手穿衣吃饭，三
年后，这双曾被医生判定“难以恢复功能”的手，竟能流
畅书写、灵活生活。1998年，廖克力重返校园求学。

小学六年级时，一次偶然接触乒乓球，让廖克力找
到了人生方向。2003年，廖克力入选重庆市残疾人乒
乓球队，正式踏上职业运动员之路。为弥补身体缺陷，
他每天训练超8小时，独臂持拍击球数万次……

2010年广州亚残运会，廖克力夺得男子单打冠军；
2021年东京残奥会，他实现重庆籍选手金牌“零的突
破”；2024年巴黎残奥会，他成功卫冕，颁奖台上，他用牙
齿咬着金牌，笑容灿烂。运动生涯的辉煌并未让廖克力
止步。2015年，廖克力考入北京体育大学。毕业后，他
担任重庆市渝中区体育运动学校乒乓球主教练，培养年
轻运动员。“我要成为照亮别人的光。”他说。从绝望深渊到
奥运领奖台，廖克力用自强不息的精神诠释了生命的力量。

开州区白桥镇上桥村的山路
上，骑着电动三轮车颠簸前行的
袁作兴左腿比右腿短7厘米，这
是小儿麻痹症留下的印记。

成为村医以来，袁作兴累计
行走上万公里，走烂了30多双胶
鞋。由于长期奔走，袁作兴的病腿
骨关节受到极大磨损，2015年被
诊断为股骨头坏死，需手术治疗。袁医生的脚出了问
题，不能出诊的消息传开后，村民纷纷前来探望。

“他平时帮了我们很多，他有难我们肯定也要帮
他。”村民黎开珍说。当时，有人从门缝中把钱塞入
袁医生家，有人把钱悄悄放进他口袋，还有人趁他不
注意把钱放在被子里……从几十块钱到一两百元，
袁作兴说，这是对他医者仁心的最好肯定。

髋关节置换术后，袁作兴学会了骑电动摩托车
出诊。“只要我还能走，就不会让乡亲们因病返贫。”
他说。

据了解，袁作兴的常用药品10年不涨价，药柜
里至今保存着一大沓未催收的处方单。

数十年来，袁作兴恪守“花小钱治好病”的初心，
无私回馈着山里的乡亲们，用医者仁心赢得信任，成
为山村里最温暖的守护者。

沙坪坝区“巧姐无声警务室”里，
何巧正在用手语与聋人群众交流。
这位“全国最美基层民警”自学手语
破解沟通难题，累计帮助聋人群众
2800余人次。

何巧，是市公安局沙坪坝区分局
红岩派出所的教导员、一级警长。
2013年，她刚到社区当民警时，面对
200多名聋人居民，因不懂手语屡屡
碰壁。于是，何巧下定决心自学手语，每天坚持一小时。

经过练习，何巧熟练地掌握2800余个手语词汇。
如今，她不仅能与聋人群众无障碍交流，还牵头创建

“无声警务室”，打造“聋哑人之家”，成功调解涉聋人群
众矛盾纠纷1200余件。“看到他们重新绽放笑容，我觉
得一切都值得。”何巧说。

为了提升服务质效，她在单位开设手语培训班，培
训民警辅警近百人；创建“红岩无声警务宣讲团”志愿者
服务队，带领爱心人士到社区聋人群众中开展反诈宣
传、义务劳动、陪护老人等活动350余人次。

如今，“巧姐无声警务室”已成为全国典范，温暖着
无数无声世界里的心灵。从“个体力量”到“集体行
动”，何巧用爱点燃了聋人群众心中的希望之火。

刘吉芬：指尖上的千年陶韵 杨兴祥：从盲人技师到跨国企业家 廖克力：独臂挥拍的奥运传奇

自强不息自强不息 共筑梦想共筑梦想

何巧：贴心“巧姐”用爱温暖聋人心灵

刘吉芬 杨兴祥

何巧

清华大学美术学院的画室里，
李尧正专注地描绘山水。一岁失聪
的她，通过人工耳蜗和刻苦训练，不
仅考上清华，还成为“重庆市首届残
疾人十大榜样人物”。

“小时候学说话，每天对着镜子
练口型。”李尧回忆，3岁时，终于发
出第一个音“a”。她的努力没有白
费，拉丁舞、主持、辩论样样精通，八岁起，就在各类美术
大赛中屡获殊荣。

“去更远的地方学绘画”成了李尧心底的声音。她的
目标是清华大学美术学院，但这对有听力障碍的李尧来
说并不容易。上课听不清，她就利用课间借同学笔记消
化理解；为锻炼听力，她每天坚持听音频。终于在2021
年，李尧成功考入清华大学美术学院，实现了自己的梦
想。

在清华，李尧策划编排艺术节节目收获一致好评，创
作的美术作品《拥龙归》在校获得一等奖，还获评清华大
学“枫华奖学金”。

李尧还热心公益，累计参与公益活动140余场次，为
1500余名残障儿童、留守儿童传授绘画知识和提供志愿
服务，用实际行动激励残疾人及留守儿童勇敢面对生活。

“我想告诉他们，身体的残缺不代表梦想的残缺。”李
尧用行动证明，听力的缺失阻挡不了逐梦的脚步。

“小学四年级时，我的同桌主动为
我念黑板上的板书，从那时起，每一位
同桌都成了我的‘眼睛’。”回忆起童年
时光，刘玉霞脸上绽放出温暖笑意。

这位视力残疾的大渡口区残疾人综
合服务中心主任，用20年时间完成了从

“受助者”到“施助者”的华丽转身。
2020年，刘玉霞创建了重庆市首

支以残疾人为主体的“528・我爱帮”志愿服务队。如今，
这支队伍已有400余名残疾人，累计服务3600余人次。

“我们都是残疾人，更懂彼此的需求。”刘玉霞说。
除了志愿服务，刘玉霞还积极推动残疾人文化生活。

她组建残疾人太极拳队、合唱队，动员具有师资条件的志
愿者免费传授技艺，大渡口区也因此成立全市首个老年大
学残联分校，残疾人参与近100场各类文体活动。

在刘玉霞的努力下，大渡口区残疾人在2024年市第
七届残运会上斩获14金17银15铜，更有运动员在巴黎
残奥会上摘金。

“我曾被光照亮，现在也要成为别人的光。”刘玉霞行
动诠释了助残扶残的大爱，让更多残疾人在互帮互助中
实现了人生价值。

在位于石柱县桥头镇赵山村
的渝畅农（石柱县）生态农业发展
有限公司兔舍里，刘海龙正检查长
毛兔的生长情况。就是这位拄着
拐杖的残疾人，带领村民走出一条
产业振兴之路。

2009年，刘海龙因股骨头坏死
落下残疾。作为家里的顶梁柱，刘
海龙倍感压力。2012年，石柱县残
联为刘海龙送来“及时雨”，邀请他参加农村残疾人实
用技术培训。随后，刘海龙决定养殖长毛兔，并获得
帮扶政策提供的2万元启动资金。

此后，刘海龙坐在轮椅上搅拌混凝土、砌砖块，建
设占地10亩的兔场，成功注册公司。经过多年发展，
公司现有长毛兔种兔500多只，成为全市唯一一家长
毛兔市级种兔场。

一人富不算富，大家富才是真的富。刘海龙流转
了1500亩闲置地，推广“玉米（辣椒）+油菜”轮作，养
殖山羊300余只，把产业基地建在家门口，吸纳留守
村民就近务工，每年支付务工工资150万元，带动村
民增收。

从打工仔到“兔司令”，刘海龙用拐杖画出了乡村
振兴的美丽画卷。

刘海龙：拄拐创业的“兔司令” 李尧：无声世界里的清华才女

刘玉霞：盲人世界的“光明使者”

刘海龙 李尧

刘玉霞

在重庆师范大学教育科学
学院，有一群致力于特殊教育的

“筑梦人”。他们以“残健共融·
教育赋能”为宗旨，构建“人才培
养—社会服务—科研创新”体
系，累计培养特教师资3000余
名，服务特殊群体超10万人次。

“我们不仅要传授知识，更
要传递爱。”学院相关负责人说。

学院成立全国首个儿童智
能发展研究中心，开创“个别化教
育+教康整合”模式，服务特殊儿
童2000余名；研发的“随班就读
学生学科课程评估系统”覆盖13
省市200余所机构，“新声喜语”
人工耳蜗康复App服务听障儿
童3000余名；与华为合作研发手
语服务系统，攻克手语实时翻译
技术难关；师生累计开展志愿活
动5000余次，服务4万余人次，
培养手语人才500余名。

“我们要让每个孩子都能
绽放光彩。”该负责人说。

从课堂到科研，重庆师范
大学教育科学学院用“残健共
融”理念，为特殊教育事业注入
了强大动力。

重庆师范大学校长王国
胤与手语科研团队开展项目
讨论

在巴南区，有一支以“五心
工程”为引领的助残队伍，让残
疾人感受到家的温暖。它就是
巴南区残疾人就业服务所。

巴南区残疾人就业服务所
在全市率先建设乡村振兴示范
基地，选派党员干部到姜家镇
蔡家寺村担任驻村第一书记，
累计投入各项资金660万元，
通过“一人一策”精准帮扶、产
业扶持代销帮销、集体经济入
股分红等模式，实现残疾人年
均增收5000元。

同时，巴南区残疾人就业
服务所开展“线下+线上”职业
技能培训，累计培训 1238 人
次、新增残疾人就业2018人。

“我们不仅要帮残疾人找
到工作，更要让他们有尊严地
生活。”巴南区残疾人就业服务
所工作人员介绍，他们为残疾
人购买意外伤害保险，开展托
养服务3600人次，发放善款物
资750万元。

从就业帮扶到文化关怀，巴
南区残疾人就业服务所用“忠心、
匠心、暖心、贴心、齐心”，为残疾
人铺就了一条幸福之路。

巴南区举办残疾人就
业创业培训

在江北区，“渝馨家园”成
为残疾人的温馨港湾。这里不
仅提供日间照料、康复指导，还
打造就业创业孵化基地。

江北区群团服务中心相关
负责人介绍，他们在全市率先打
造出一个五星级“渝馨家园”样
板，累计建成8个区、镇街五星级
和120余个社区“渝馨家园”平
台，让残疾人在家门口享受20
项服务；残疾人就业创业孵化基
地运行一年来，帮助4名残疾人
创业，引进6家助残企业，与60
余家用工企业结成对子，累计帮
助170余名残疾人多形式就业。

“我们要让残疾人有更多获
得感。”该负责人说，他们规范12
家定点康复机构，每年为2000
余名儿童提供服务；与巴中、德
阳等地残联合作，累计组织
2000余名残疾人开展活动30余
场。目前，江北区正在筹建残疾
人康复托养中心和特殊教育学
校，进一步完善服务体系。

从服务品牌到基础建设，
江北区残疾人综合服务中心用

“五个一”举措，为残疾人打造
家门口的“幸福家园”。

江北区残疾人就业创业
孵化基地开展线束手工作业

在綦江綦名爱康康复医院的
训练室里，4岁的脑瘫患儿小宇
（化名）正在进行康复训练。通过
“康教结合”模式，他不仅肢体功能
改善，还能认简单的汉字。

“早发现、早治疗是关键。”医
院负责人介绍，他们每两年筛查
全区0-17岁残疾儿童，2020年
发现的孤独症儿童林某，经及时
治疗已回归幼儿园。同时，整合
资源，将残疾儿童康复救助项目
医保报销提高至40%，针对特殊
困难群体，提供免费康复服务。

“康教结合”是医院的特
色。特教幼儿班采取“上午教
育+下午康复”方式，为无法随
班就读的残疾儿童提供学前教
育；开展“送康复到特校”活动，
为在校就读学生进行康复训
练，实现“康复”与“教育”同步；
与高校合作建立实习基地，提
升服务水平。

从筛查到康复，医院用专
业和爱心，为残疾儿童撑起了
一片天空。

治疗师为患者进行减重
步态训练

云阳县城的环湖绿道上，
轮椅使用者李大爷正惬意地欣
赏江景。这条33公里的绿道，
不仅有无障碍坡道、盲文阅览
室，还举办了世界残排联沙滩
排球锦标赛，获评国家4A级景
区。

“我们要让城市更有温度。”
云阳县住建委相关负责人介绍，
他们探索“云端议事”模式，收集
37项残疾人诉求，实现核心区轮
椅通行率100%。

面对坡陡路窄小区改造难
题，云阳县住建委创新“针灸
式”改造疗法：3平方米转角植
入折叠坡道，为轮椅开辟“生命
通道”；392个老旧小区改造、5
个无障碍示范社区建设、708
台电梯加装，让老人走出家门。

同时，实施“安居助残”工程
让300户残疾人家庭圆梦新居，
智能升降灶台等设施让生活更便
捷，投用22辆无障碍公交，新建
2000余个缘石坡道，城区无障碍
设施设置率达100%。

从城市规划到细节设计，
云阳县住建委用十年时间，让

“有爱无碍”成为现实。

项目现场调研

在“职有爱”数字助残就业
平台直播间，主播正在推荐适
合残疾人的岗位。这个全国首
创的平台，已举办130场直播
带岗，提供4000多个岗位，为
超过160万人次的残疾人提供
了就业帮扶。

“以前找工作要跑断腿，现在
在家就能投简历。”肢体残疾的小
王通过平台找到了一份客服工作。

中心还开展职业技能培
训，近五年新增残疾人就业
48516名，全市高校残疾人毕
业生“一人一策”信息服务率达
100%，有就业意愿毕业生就业
率达100%，位居全国首位。

以赛促训，中心组团参加
第七届全国残疾人职业技能大
赛暨第四届全国残疾人展能
节，总成绩西部第一；创业孵化
基地入驻企业58家，带动残疾
人用工683人次。“我们要让残
疾人在数字时代不掉队。”中心
负责人说。

从线上服务到线下培训，
重庆市残疾人劳动就业服务指
导中心用科技赋能，为残疾人
打开了就业之门。

第三届成渝双城残疾人创
业先锋大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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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作兴：30余年坚守大山的“乡村医生”

廖克力 袁作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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