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责任编辑∶黄 惠 视觉设计∶竹建英

新民网：www.xinmin.cn 24小时读者热线：962555 编辑邮箱：xmywb@xmwb.com.cn 读者来信：dzlx@xmwb.com.cnA162014年7月8日 星期二

阳阳阳阳阳阳阳阳阳阳阳阳阳阳阳阳阳阳阳阳阳阳阳阳阳阳阳阳阳阳阳阳光光光光光光光光光光光光光光光光光光光光光光光光光光光光光光光光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 ((((((((((((((((((((((((((((((((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期期期期期期期期期期期期期期期期期期期期期期期期期期期期期期期期 )))))))))))))))))))))))))))))))) 主办!新民晚报 上海市残疾人联合会

! ! ! ! !新民晚报编辑部" 阅读贵报 !"#$年 %

月 &"日报道如何应对深度老龄化的文章#关

注养老话题$感触极深%我有个胞弟患精神分

裂症已有 %'年$今年 ()岁$上无父母$下无

子女$住过精神卫生中心&疗养村$现住康复

院$目前生活上能自理% %'年来$本人坚持每

周探视照顾服侍$可是常担心要是自己归天$

弟弟由谁来关心照料' 养老院难以接纳精神

病患者$精神卫生各类专业医院设老年病房$

粥少僧多$专门的精神病老年疗养院$目前仍

是空白$ 何时能填补' 养老院星罗棋布几百

家$为何不创办一家老年精神病疗养院'我呼

吁社会各界关注老年精神病患者$ 让他们也

有安稳无忧的幸福晚年(()

这是记者几天前收到的一封读者来信，
倪老先生在信中倾诉了残疾弟弟的养老难题。
倪老先生的顾虑并非个案，之前，也有不少残
疾人家长表达了对子女未来养老问题的担忧，
其中，尤以自闭症患者等智力类、精神类残疾
人家庭为甚。抽样调查显示，中老年残疾人普
遍关注养老问题，对机构养老需求很大。

养护机构最好再增加些
!""#年，“为 $%""名重残无业人员实施

养护服务”纳入上海市政府实事项目，自此，
市残联选取符合条件的 &'#家养老院，作为
残疾人入住的约定机构，并在此基础上培育

专门的残疾人养护基地，接纳对象主要是重
残无业人员。上海市残联迄今已在各区县建
成 &'家残疾人养护基地，数千名残疾人入住
其中。此外，市区残联和民政部门还为重残无
业人员提供一些居家养护服务。

不过，随着老龄化社会到来，越来越多其
他种类的残疾人步入老年，还有许多老人因
病致残，对养老需求越来越大。

根据市聋人协会刚结束的抽样调查，#!#
名 %%岁以上受访者中，("(人表示“未来三五
年内有意愿与其他听力残疾人一起集中养
老”，远超“三五年内无意愿”的 &))人。盲人
协会的数据显示，('岁至 &"!岁的 )""余名
受访者中，&)*希望入住养老机构。智力、精
神等残疾人对入住养老机构的需求更加强
烈，所以，成立上海首家精神残疾人养护基地
的松江区蓝色港湾敬老院如今一位难求。

市政协委员徐凤建、马伊里、钱君律、查
波、沈杰等联合撰写提案指出，按照估算，现
有养护基地的数量显然不够。

养护能力最好再专业些
上海目前有各类养老机构 #""余家，其

中不少有空余床位，可以基本满足目前大多
数残疾人养老的需求。然而，正如徐凤建委员
指出的，残疾人对养老机构有特殊需求，而这
是普通敬老院无法做到的。例如，听障残疾人

希望护理人员懂手语；肢残人和盲人需要更
好的无障碍硬件设施；脊髓损伤、强直性关节
炎、神经肌肉病患者等重度肢残人需要全方
位的贴身护理，如两小时帮助翻身一次等。

自残疾人养护基地建设以来，市残联采
取了多种方式，如举办技能培训和竞赛，轮流
将体检服务送进养护基地，上月，还在今年新
设的上海市老年聋人定点养护基地———下沙
敬老院举办了首期手语培训班。不过，相对有
庞大需求的人群，掌握专业技能的机构和人
员数量还是不足。目前，下沙敬老院已有 !$

名聋人，预留床位达数百张，作为上海目前唯
一的聋人专门养护点，今后会迎来更多聋人，
这对其服务能力是个不小的挑战。

养护服务最好再便宜些
残疾人对养老机构有什么要求？价格实

惠点，距离近一点，服务好一点，就是最集中
的三项需求。

以价格为例，大多数养老机构的月收费
集中在 !"""+!%""元，价格虽不高，但也并非
残疾人都能承受得起的。在聋人协会的调查
中，三成受访者表示“有能力支付的费用”区
间在 &"""+&''' 元，占最高比例；可承受
!"""+!'''元收费的仅为 !$*。盲人协会的
调查中，)(*只能承受 !"""元以下费用。

目前，市残联对入住残疾人养护基地的

重残无业残疾人给予每月 )""元的补贴，一
些区县和街镇还有叠加补贴政策。如嘉定区
对进入养护基地的低保和非低保对象分别给
予 (""元和 !""元补贴，对入住嘉定马陆镇
新建养护基地 #"岁以上残疾人再有 !""元
叠加补贴，马陆镇对入住的重残无业残疾人
还有 !""元叠加补贴，以及重残无业人员每
月领取的 '""余元固定生活补贴，符合上述
条件的残疾人入住后每月自掏腰包约 !""元
即可。因此，马陆镇的这家养护基地 %月开设
至今，已有 &"人入住，有意向的还有 &$人。

残疾人希望，入住成本能与他们的承受
能力更接近一些。此外，他们还希望增加布
点，以便家人探视。新增的盲人、聋人、精神残
疾人养护基地都在原南汇地区，客观上影响
了一些人的入住意愿。对此，市残联副理事长
季敏表示，将以协会调查数据和残疾人呼声
作为今后布点的参考。

季敏还介绍，将在现有养老机构中，选择
一批地理位置、服务能力适中，愿意承担特殊
服务工作的单位作为特约机构，制定专门办
法，给予资金、人员培训和工作指导方面的支
持。市残联阳光康复中心正在摸索与普通养
老机构合作共建“医养结合”的新模式，阳光
康复中心将专业康复师输送到闵行区一家敬
老院，提升其康复服务能力。此举如试行成
功，可在更多机构推广。 本报记者 孙云

需求很大但布点不均!价格偏高!技能不够"""

残疾人机构养老还需更多投入

! ! ! !以“关心帮助残疾人，实现美好中国梦”
为主题的 !"&(黄浦区残疾人就业专场招聘
会，近日在黄浦区促进分中心举行。本场招

聘会共有 $&家单位参与，向区内残疾人提
供了 &!%个岗位。

杨建正 摄影报道

! ! ! !近日，黄浦区城管执法大队小东门中队
收到来自浦东新区昌里东路 $'%弄某号的感
谢信，写信的是年近七旬的残疾人曹先生。信
中，老人反映了城管八中队队员卫勤 !"年来
与他结对帮困的感人事迹。

事情还要追溯到 !"年前。&''%年春节
前夕，当时的南市区市容监察中队小东门分
队 '名队员接受了上级布置的一项任务：和
地区内 %名困难对象结成帮困对子。当时 !,

岁的女队员卫勤和 (,岁的曹先生结成了帮
困对子。曹先生 )岁的时候身患肌肉萎缩症，
&(岁时失去了行走能力，一直和母亲靠低保
生活。当年春节，卫勤从自己的工资中拿出了
!""元给曹先生过年用，但被拒绝。卫勤又买
了年货送上门，并承诺：“以后我一直会来看
你。”为了这句承诺，卫勤年年上门看望，至今
已坚持了 !"年。
休息天，卫勤常常去看望曹先生，鼓励他

顽强地生活下去。时间一长，曹先生就把卫勤
当成自己的亲妹妹看待，生活中遇到烦事或
开心事，他常与卫勤唠唠。

&'',年，卫勤的单位改制成了街道监察
队；!"""年，黄浦区和南市区撤二建一，改制

成黄浦区城管大队小东门分队；!"&!年，黄
浦区和卢湾区撤二建一，卫勤的单位又成了
小东门城管执法中队。多次改制后，单位领导
换了一茬又一茬，上级没有再交办结对帮困
任务。!"""年，曹先生动迁到了浦东昌里路，
离开了卫勤的管辖地段。
曹老伯搬到了新居，第一个电话就打给

卫勤报喜。虽然路程远了，但卫勤还是按时帮
助他。这期间，卫勤的先生下岗了，家里收入
一下子少了许多，但卫勤依然热情地给曹先
生送去温暖。!"&!年，当卫勤得知曹先生的
老母因病住进沪南医院后，立刻到医院看望
照顾。曹先生的母亲去世后，孤身残疾的他一
度失落感很大。卫勤比以前付出更多的精力，
关心照顾他的生活，令曹先生感动不已。
在卫勤的关心鼓励下，曹先生不断地尝

试文学创作，功夫不负有心人，他终于发表了
数十万字的通俗文学作品。事业小有成就后，
曹先生的精神面貌也焕然一新。
在卫勤的影响下，她的儿子跟曹先生也

渐渐地熟悉了起来，“他一直从曹老伯身残志
坚的故事中获得了很大力量。”卫勤笑着说
道。 通讯员 秦立贵 本报记者 江跃中

! ! ! !在日前举行的今年第三期脊髓损伤者
“中途之家”伤友培训班结业汇报演出上，坐
在轮椅上的残疾女青年与母亲共同演唱的
《亲爱的小孩》等节目打动了许多观众，大家
纷纷掏出纸巾抹泪。“中途之家”培训班在上
海阳光康复中心已开展 #年，共培训伤友和
指导员近 (""人。在培训中，原先闭塞的伤
友重新打开心门，原先自暴自弃的伤友重树
信心，原先脱离时代的伤友第一次用上了手
机……正如已经在轮椅上度过二十多年的
小孙所说：“来到‘阳光’，人也‘阳光’了。”

五年前，上海率先关注脊髓损伤患者
这一特殊困难群体，在国内首批试点建设

“中途之家”。!"&"年起，上海阳光康复中心
开始对“中途之家”的指导员和学员开展培
训。学员们要学习如何管理好自己的大小
便，在银行、超市、地铁站等公共场所要敢
于向周围人求助等。伤友小孙接受一个月
的培训后，第一次走进超市，被货架上琳琅
满目的商品幸福得“震晕”了；他第一次使
用手机，敢于独自出门，一家人终于有了全
新的生活。

目前已有近 (""名伤友和指导员圆满
结业，来自湖南等地的伤友准备将这些经验
带回家乡，组建当地的“中途之家”，帮助更
多脊髓损伤残疾人。 本报记者 孙云

! ! ! !本报讯（记者 孙云）#月 $"日至 )月 !

日，“!"&(年上海市特奥运动员领袖大学培训
班”在松江大学城华东政法大学校园内举行。
此次培训由上海市残疾人体育训练中心主办，
松江区残疾人联合会承办，共有来自全市各区
县的 &""多名特奥学员和辅导老师参加。
松江区残联充分利用区位优势、发挥大

学城特色，邀请国际特殊奥林匹克东亚区组

织发展部高级经理李娟、嘉定区特级教师夏
月珍和全球特奥信使徐闯等上台主讲，由浅
入深、循循善诱，引导学员逐步掌握“如何通
过学习锻炼成长为一名合格的特奥运动员领
袖”。主办方还穿插安排了特奥棒球体验课
程。经过培训，学员反响热烈，纷纷表示不仅
学到了本领、增强了信心，还拓宽了知识面，
结交了新朋友。

黄浦区为残疾人办专场招聘会

黄浦区城管队员结对助残送上家人般关怀"""

一句承诺 廿年守护

#中途之家$培训班让伤友打开心门走出家门

来到!阳光"人也!阳光"了

特奥领袖培训在松江大学城开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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