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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爱无碍 温暖同行
□记者 王晗璐 通讯录 刘佳 文/摄

今年 6月，马岙街道润和残疾人之家正式

启用，该残疾人之家由马岙街道组建、舟山润

和包装有限公司参与、第三方团队定海华康颐

养院运营管理。这也是全市首家以政府主导、

企业参与、民间社会力量补充为运营模式的残

疾人之家。该街道首批19名精神、智力及重度

残障人士“搬进”这个新“家”，开启自己“就业+

托养”的新生活。

一大早，记者在马岙润和残疾人之家看到，

残疾人们正在大门口有序排队进行指纹打卡，

随后便各司其职，进行打扫室内卫生、修剪花

草等简单的劳动。“目前我们为他们开辟了两

个基地，一个是花卉种植基地，一个

是蔬菜种植基地。”马岙润和残疾人

之家负责人王国海向记者介绍道，劳

动之余，残疾人

之家还为他们提

供康复训练，组织开办各类文体活

动，定期进行心理咨询，还通过开展

残疾人趣味运动会，丰富他们的文娱

生活。

“就业＋托养”的新模式通过爱

心企业对残疾人发放工资的形式充分调动残

疾人的劳动积极性，做一些他们力所能及的

事，有效提高他们的社会适应能力。“今后我们

企业将会承担这19名残障人士的生活起居，并

根据他们的实际情况，为他们提供力所能及的

工作，帮助残障人士实现自我价值。”舟山润和

包装有限公司相关负责人介绍说，19名残障人

士除了能在这里完成力所能及的工作任务外，

也可以在内部配置的多功能厅、活动室、康复

室、日托中心等多个功能区享受康复训练、职

业培训、文体娱乐、日间照料等一站式、综合式

的助残服务。

“我们在落实乡村振兴战略过程中力争不

落下一个人，帮助残障人士实现自我价值实现

共同富裕，是我们的一个目标，希望通过社会

各界的帮助，让他们的生活更有奔头。”马岙街

道办事处相关负责人介绍说，他们将从运营管

理、服务质量、设置配置等方面不断完善残疾

人之家的建设，在做好辅助性就业的同时，丰

富服务品质和内涵。

近年来，我区不断推进残疾人之家的覆盖

面和规范化建设，不断探索残疾人之家运行新

模式。目前，全区已建成残疾人之家12家，其

中10家残疾人之家完成了星级评定，四星级2

家，其余均为三星级，158人名残疾人享受到了

庇护服务，我区万人以上镇（街道）实现残疾人

之家全覆盖。

下一步，区残联还将以马岙润和残疾人之

家运行为试点，推广“就业＋托养”模式，通过

借助第三方专业管理团队力量，进一步强化残

障人技能培训，提高劳动技能，提升自力更生

的能力，并搭建更为广阔的平台，吸引更多的

爱心企业家加入到这项社会公益事业当中

来。同时，进一步整合社会资源，逐步建立健

全机构健康发展的长效机制，丰富服务品质与

内涵，让跟多的残障人士在残疾人之家实现生

活有保障，康复有提升，努力营造一个理解、

尊重、关心、帮助残障人士的良好社会氛围。

创新推广“就业+托养”新模式，积极拓宽残疾人就业渠道，“数字残联”12 个助残事项集成办理 2300 余

件......近年来，得益于区残联不断提升残疾人工作的服务能力和水平，我区残疾人的幸福指数节节攀升。区

残联从提高残疾人就业帮扶力度、提升残疾人精准康复水平、深化残疾人公共服务等方面着手，聚焦残疾人

事业高质量发展，让有爱助无碍，传递温暖。

记者在区残疾人之家见到小张时，她正

认真地做着简单的流水线手工。小张患有

智力残疾，通过区残疾人之家的就业援助，

她成了一名“上班族”。区残疾人之家园长

告诉记者，小张刚来时非常胆小，害怕与别

人接触，对周围高度警惕，不过残疾人之家

温馨和谐的氛围让小张很快成长起来，她现

在已经能够很熟练地完成“园长妈妈”指派

的任务，并且与其他同事之间相处也很融

洽。“我现在也是‘上班族’了，我要把自己挣

来的钱交给妈妈。”小张害羞地说。

像小张这样的残疾人之家“上班族”，

在全区共有63名，他们分别在全区4家残

疾人之家工作。区残联通过设立工疗车

间，提供就业岗位，为残障人士提供一个融

入社会的支点，帮助他们找到生活的新希

望，有利于残障人士提高生活质量、实现自

身价值。

在辖区一家盲人按摩店工作的王师傅

也是通过区残联的牵线实现就业的。“来到

这儿，感觉很好，就像在家里一样，衣食住

行都不用担心，工资待遇挺好。更重要的

是我出来工作，生活有了新的追求。”王师

傅激动地说。

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盲人群体就

业问题是区残联关注的重点，我区高度重视

盲人按摩行业的健康发展，立足精准服务、

贴心关怀，全方位推进机构规范化建设，区

域内盲人按摩事业蓬勃发展。目前，我区已

有14家盲人按摩店，可为特殊困难群体提

供就业机会。下一步，区残联将开展盲人按

摩相关培训和继续教育，提升盲人按摩技能

水平，开展“盲人按摩服务进社区”体验活

动，扩大盲人按摩机构影响力，加强对盲人

按摩机构从业人员和经营者就业创业指导，

提升该行业整体服务水平。

“就业是最大的民生理念，对于我们残

障人士来说也是如此。”区残联相关负责人

说，近年来通过实施积极的就业政策，为残

疾人提供就业援助和服务，实现更高质量和

更充分就业，还修订完善《舟山市定海区残

疾人就业创业扶持实施细则》，提高残疾人

就业帮扶力度，全面开展残疾人就业状况调

查工作，落实残疾人就业和培训信息采集，

做到残疾人就业“底数清、情况明、落实好”。

五年来，区残联向42家超比例安置残

疾人就业的企业发放奖励金34.1万元，向

44名残疾人自主创业发放补助20.8万元。

同时，做好农村残疾人就业创业示范基

地帮扶工作，累计发放补

助资金14.7万元。

“阿伯，您对我们这次改造工作还满意

吗？”“施工质量怎么样？”“改造后家里整体感

觉还可以吗？”区残联工作人员日前来到小沙

街道残疾人夏阿伯家中，对他家已完工的“净

居亮居”工程做回访。夏阿伯是肢体四级残疾

的低保户，没有收入来源，生活较为困难。此

前，他家厨房内的灶台是土灶，一烧饭油烟满

屋；门窗残缺不齐，洗浴及大小便十分不便。

今年，他家被列入“净居亮居”工程，通过改造

客厅亮了，厨房干净了，卫生间装上了热水器，

洗澡方便了。

“感谢政府，有这么好的政策来帮助我们，

真是太感谢你们了！这次改造完全按照我的

心愿来，我非常满意！”夏阿伯开心地说。

“谢谢你们这么远又来看我们……”区

残联近日联合环南街道及定海区美之声演

唱团志愿服务队，来到环南街道盘峙岛，看

望困难残疾人邬师傅。其间，志愿者还帮忙

打扫了邬师傅的居住环境，仔细询问他的身

体状况和生活情况，工作人员向邬师傅确认

优惠补贴是否发放到位等。“如今自来水通

了，路也越来越开阔，生活水平改善了不少，

我弟弟的生活起居也越来越让我放心。”邬

师傅的哥哥告诉记者，近年来，在区残联、属

地街道持续关心下，他们的安全感和幸福感

越来越足。

除个体救助外，我区还积极推进省级无障

碍社区创建，让扶残助残工作惠及更多残障人

士。城东街道桔北社区是今年创建的省级无障

碍社区。在该社区居委会新增设的残疾人健身

室，多名残障人士在工作人员的指导下，缓步行

走于跑步机上，其中，下肢锻炼器和多功能锻炼

器等健身器材深受大家喜爱。“这些设备很实

用，我们在社区就可以康复锻炼。”正在进行下

肢康复的居民王大爷说。除新增残疾人健身室

外，桔北社区还打造了盲人书屋，设置了无障碍

通道和无障碍卫生间。“我们社区目前建档的残

疾人有40多位，通过这次省级无障碍社区打造，

可以扩大他们的活动范围，丰富他们的娱乐生

活。”桔北社区党支部书记应娜说，目前该社区

已完成辖区公园、菜场等公共区域的道路坡道、

盲人标识标牌、无障碍停车位等十大项硬件设

施的改造提升，助力改善残障人士、老年人等特

殊群体的生活质量。

今年，区残联还重点开展“走访慰问困难

残疾人”“困难残疾人家庭无障碍改造”等13项

活动，聚焦残疾人“急难愁盼”问题，以残疾人

需求为导向，通过实施困难残疾人家庭“净居

亮居”工程、困难家庭无障碍改造、就业帮扶和

康复救助等一系列活动，特别以海岛残疾人家

庭作为重点关注对象，总体提升残疾人家庭的

生活与居住品质，保障我区残疾人在现代化和

共同富裕道路上“一个不掉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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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业+托养”新模式 打造温馨家园

多元扶残助残 贴心服务“零距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