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残疾 核心知识防
预

有效控制出生缺陷和发育障碍致残

1.主动接受婚前保健服务和孕前优生健
康检查。
2.定期接受孕产期保健和产前筛查。
3.密切关注儿童生长发育状况，定期参加
健康体检。

加强残疾预防加强残疾预防 促促进全民健康进全民健康

我市残疾预防和残疾人康复工作稳步推进我市残疾预防和残疾人康复工作稳步推进

8月25日是第五次残疾预防日，今年残疾预防日的主题是“加强残疾预防，促进全民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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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第二次全国残疾

人抽样调查数据显示，我市残疾人共有169.4万人，占全市总人口的6.05%。截至目前，全市持证残疾人共有
91.22万人。残疾发生的因素较多，但通过积极的预防和科学的康复可以有效减少残疾发生或降低残疾程度。

关注儿童发育 定期参加体检
一个新生命的降临，对于父母来说，

除了满心欢喜，随之而来更多的是为人
父母的责任。如何让孩子健康成长，早
日发现隐患并及时解决，也是每一位父
母必须要学习和面对的课题。

“在孩子生长发育进程中，每个年龄
阶段都有着不同的发育里程碑，家长可
以通过这些发育里程碑，来观察、分析孩
子的身心发展状况，更好地养育孩子。”
市妇幼保健院儿保部主任王念蓉表示，
孩子在0—6岁之间都会经历一些标志
性的发育里程碑，因此在此期间家长一
定要注意观察孩子的发育是否存在异
常，并定期到医院进行健康体检。同时，
生长发育最关键的年龄是0—3岁，目前

由于生长发育不良致残最多的就是发育
迟缓、智力低下以及自闭症。

王念蓉举了个例子。有一个身体过
胖的孩子，2岁前不怎么吃东西，身体过
瘦，但过了2岁，就变得非常能吃，家长也
没太在意，还认为是孩子正在长身体，即
便白白胖胖一点也没关系。

“这个孩子体重开始猛涨，但就是不
长个子。”王念蓉说，后来家长带着孩子来
做检查和测试，结果显示染色体异常，肌
张力低下，轻度的发育迟缓，这就是典型
的小胖威利综合征。此外，由于平时吃得
太多，身体过胖，整个身体很软，运动也落
后。

王念蓉表示，家长应该随时关注孩

子的生长发育情况，可以从视力、听力、
肢体、智力以及孤独症等方面来发现是
否有发育异常，并做好体检和残疾筛查，
一定不能掉以轻心。

我市开展贫困地区新生儿疾病筛查
项目，免费提供新生儿疾病筛查服务，现
已覆盖全市全部贫困区县（14个）。在全
市范围推进新生儿疾病筛查，2020年完
成全市新生儿遗传代谢性疾病筛查
234956人，筛查率达到98.62%，开展先
天性结构畸形救助、健苗工程、遗传代谢
病救助等项目，1 万余个家庭受益。
2020年完成0—6岁儿童残疾筛查初筛
1625612人，复筛7827人，检出残疾患
儿1407人。

关注慢性疾病 学会健康管理
慢性病是指缺乏明确病因的、起病

时间长、病情迁延不愈及非传染性的心
脑血管疾病、糖尿病、恶性肿瘤、慢性呼
吸系统疾病等为代表的一类疾病，其发
病率、致残率、死亡率高，健康损害极其
严重。

市疾控中心慢病所所长丁贤彬介
绍，如心脑血管疾病中的脑卒中，去年
全市就报告了9万多例，它造成的失能
比例和致残率也很高。

从 2013 年起，市疾控中心开始
在渝中、九龙坡、万州、渝北 4 个区县
开展脑卒中的筛查和综合干预项目，

截至目前，院外建档人数超过 12 万
人，同时也会对院内住院人群进行筛
查。

以渝中区为例，35岁以上成人中高
血压患病者近三分之一，高血脂者近四
成，脑卒中潜在发病人群数量庞大。对
此，渝中区全面加强慢性病防控工作，积
极开展脑卒中发病与死亡数据监测和脑
卒中高危人群综合干预与随访，开辟脑
卒中患者救治绿色通道等工作，将卒中
防控关口前移，将救治大脑的黄金时间
缩短在1小时内，有效避免或减少了病人
的死亡率和致残率。

“对于慢性病的防治，平时的健康管
理尤为重要。”丁贤彬谈到，慢性病高风
险人群膳食干预是健康管理中最重要的
环节，重点是膳食结构合理、减盐、减油、
减少高脂高能量食物的摄入，增加蔬菜
水果、奶豆制品的食物，并普及重要的健
康膳食理念。

近年来，我市不断加强慢性病防
治。通过多种方式，多种渠道推广全民
健康生活方式，号召群众科学膳食、全民
健身、戒烟限酒，倡导定期健康体检；加
强高血压、糖尿病患者规范管理，我市慢
病规范管理率逐年提升。

数说》》

80%区县实施免费婚检，2020 年婚检率较

2019 年上升68%。2016 年-2020 年，累计为

125万名适龄妇女免费增补叶酸、为61.7
万名计划怀孕夫妇提供免费孕前优生健康检

查，叶酸服用率保持在90%以上。2020年，全

市孕前健康检查率达到103.72%。

“十三五”时期，全市生产安全事故发生起数

呈 逐 年 下 降 趋 势 ，2016 年 较 2015 年下降
9.8%；2017年较2016年下降12.5%；2018

年较 2017 年下降9.1%；2019 年较 2018 年下
降2.4%；2020 年较 2019 年下降10.9%。

全市生产安全事故死亡人员实现下降10%目

标，2020年较2016年下降43.7%。

2017 年-2020 年残疾人基本康复服务覆盖

率均超过80%目标，2020年残疾人基本康复

服务覆盖率达到98.85%。2017 年-2020 年

残疾人基本型辅助器具适配率均超过80%目

标，2020 年残疾人基本型辅助器具适配率达

98.58%。2016年以来，累计为有康复需求的

残疾人提供基本康复服务98万人（次），为有

辅助器具适配需求的残疾人提供辅具适配服务

20万人（次），开展残疾儿童康复救助2.1
万人（次）。

遵守交通法规 减少伤害致残
遵守交通法规，安全文明出行，预防

交通伤害是每一个市民都应当做到的。
为预防和减少道路交通事故，市公

安局决定从8月2日起至11月10日，在
全市部署开展“道路交通安全百日整治
行动”，该行动聚焦高速公路、国省县
道、城市道路、农村道路“四类道路”，通
过源头严管、路面执法、酒驾醉驾、治乱
疏堵、隐患清剿、责任落实、宣传教育

“七个整治”，排查治理一批人、车、路等
源头隐患，严厉打击一批“三超一疲
劳”、酒驾等肇事肇祸的交通违法，依法

查处一批不履行主体责任、存在严重问
题隐患的企业及责任人，精心开展一系
列交通安全宣传教育活动，全力保障道
路交通安全。

市公安局交巡警总队秩序支队相关
负责人介绍，目前正处于暑运阶段，是
群众集中出游较为密集时期，加之夏季
降雨天气多、路面湿滑、高温高湿天气
极易造成疲劳驾驶，交通事故风险隐患
大。有研究表明，在可能导致死亡的交
通事故中，安全带的使用可以使车内人
员生还的几率提高60%；发生正面相撞

的交通事故时，安全带使车内驾乘人员
的死亡率减少71%；侧面相撞时可以减
少死亡率56%；翻车时可以减少死亡率
80%。

专家提醒，机动车行驶时，驾驶人、
乘坐人员都应当遵循“上车必系安全带”
的原则，只有养成上车必系安全带的好
习惯，才能逐步培养成自觉遵守交通法
规的行为，努力减少伤害致残。

数据显示，“十三五”时期，全市道路
交通万车死亡率实现下降 10%目标，
2020年较2016年下降31%。

勇敢面对残疾 主动走出家门
今年46岁的刘林是市肢残人协会

副主席，肢体残疾一级。2009年，一场突
如其来的车祸造成他脊髓损伤，胸十二
椎完全断裂，因而双下肢的感觉运动功
能完全丧失，大小便失禁。

曾经的刘林豁达开朗，但这一变故
给他带来了沉重的身体和心理痛苦。“我
有很长一段时间自我封闭，不愿走出家
门。”刘林说，他曾在西南医院进行了一
年的康复训练，但其他时间都待在家里。

但刘林不希望自己一辈子都被困在
轮椅上，从2012年起，刘林来到市肢残
人协会下面的脊髓损伤委员会，力所能

及地为伤友们做些事。
“现在政策好，对我们残疾人群体

关爱有加。”刘林说，自己拿到了C5驾
照，残联补贴了1000元，还可以免费享
受绕城高速套餐，下肢残疾人驾驶的专
用车辆在公共停车场可以免费停车，这
些实打实的便利让他对生活又充满了
希望。

脊髓损伤患者长期卧床或者坐轮
椅，护理垫对于他们来说是刚需用品，每
天都会用到。今年5月开始，全市残联系
统对我市低保家庭或特困人员中两便失
禁，有纸尿裤、护理垫等护理类辅助器具

适配需求的一、二级持证肢体残疾人（含
多重残疾），开展护理类辅具适配服务。

这些年，刘林也一直帮助其他伤友
勇敢面对残疾，主动走出家门。由中国
残联和中国肢残人协会发起的脊髓损伤
者“希望之家”，目前重庆有5家，刘林曾
作为“希望之家”带头人到北京参加培
训，并回来当起了教员，为伤友们定期开
展包括精神重建、生活重建、职业重建等
内容的培训，不管是小到穿衣吃饭出门
还是大到康复知识，他都手把手教学，同
时还鼓励大家走出家门，回归社会，就业
创业。

残疾 核心知识防
预

着力防控疾病致残

1.合理膳食，少油、少盐、少糖，多吃蔬菜
水果。
2.学会自我健康管理，关注血压、血糖、血
脂变化。
3.保持心情愉悦，与他人和谐相处，发现
心理异常及时寻求专业帮助。

残疾 核心知识防
预

努力减少伤害致残

1.照看好儿童，防止溺水、跌倒、坠落等伤
害。
2.营造安全家居环境，加强平衡锻炼，减
少老年跌倒。
3.遵守交通法规，安全文明出行，预防交
通伤害。

残疾 核心知识防
预

显著改善康复服务状况

1.尽早开展康复，避免残疾发生，减轻残
疾程度。
2.勇敢面对残疾，主动走出家门。
3.爱护无障碍设施，主动为残疾人提供便
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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