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残教学院方便残疾学员
就近学习

!月 "#日，上海开放大学残疾人教育学
院正式成立。单独组班残疾学员的单科结业
合格率均达到 $%&以上。目前，全市已有 $个
区成立了残疾人教育学院学习中心。明年，本
市将实现每个区县都拥有一个学习中心的目
标，方便残疾人就近学习。

"'月 '日，国内首个提供电子无障碍阅
读的图书馆“上海无障碍数字图书馆”启动。
本市目前有 $(万名残疾人，其中视力残疾人
"%)#万人。今后，视障、听障人士能拥有阅读

无障碍的图书馆信息平台。试运行期间，上海
图书馆将向全市注册的 '***多名残障人士
免费提供服务；明年年初正式运行后，可以为
本市持证残疾人提供 '***种电子书全文有
声阅读服务。

点评!在残疾人教育学院里!有最刻苦"

最好学的残疾人学员!也有最体贴"最无私的

老师和志愿者#所有人的努力!都是为了让残

疾人能像健全人一样生活! 不仅衣食住行要

有保障!精神生活也同样重要$

《养犬条例》为导盲犬
“正名”

今年 %月 "%日起施行的《上海市养犬管
理条例》第 '!条规定了禁止携带犬进出的场
所和乘坐的交通工具，但指出盲人携带导盲
犬的，不受本条规定限制。
《条例》的实施为上海导盲犬出行提供法

规保障，市城市交通运输管理处还专门下发
通知，要求公共交通设施不得拒载导盲犬。本
市现有 "(条导盲犬正在“服役”。

点评!一名视力残疾人告诉记者!刚开始

带导盲犬出门! 他遇到不少阻力% 进地铁站

时!被工作人员拦下&乘公交车时!司售人员

不让他上车$'上海市养犬管理条例(实施后!

情况好多了$加上媒体的不断宣传!市民对导

盲犬有了一定的了解$ 公共政策先行一步为

导盲犬)正名*!让狗狗能)合法上路*!进而带

动全社会对导盲犬有正确的认识$ 如果今后

你在公共交通工具上看到导盲犬!请记得!它

可不是普通的狗狗+

数百残疾人获驾照盼设
专用车位

截至今年 +月 '%日，针对肢残人的 ,%

驾照推出已有一年多时间，本市数百名残疾
人获得了驾照。据宝山荣安驾校负责人介绍，
领证学员无一人发生交通事故。今年 +月 '(

日，新司机们举办活动，呼吁社会各界为残疾
人驾车出行提供更多便利，在公共场所积极
增加无障碍停车位的同时，普通司机请勿使
用残疾人专用停车位。

'*"*年 (月 "日，公安部第 """号令出
台，允许双下肢和右下肢残疾的残障人士申
领 ,%驾照。对肢残人来说，车辆必须经过改
装———左脚控制驾驶或者手控驾驶。'*"*年
+月 '%日，第一批 #名残疾人获颁上海历史
上首批 ,%驾照。

点评!在一些欧美发达国家!每个公共停

车场都有残疾司机专用停车位! 沃尔玛等大

超市甚至会设置几十个专用车位$ 这些位置

毗邻出入口! 且十分宽敞$ 美国许多州都规

定!残疾人停车位宽 !"## 米!旁边还要设置

!"##米宽的走道! 以方便乘坐轮椅的残疾人

进出! 如果非残疾司机驾驶普通车辆鸠占鹊

巢!会被强制拖离!并受到严厉处罚$

设置残疾人专用停车位是城市人文关怀

精神和文明程度的一个体现! 随着残疾人司

机逐渐增多!停车难问题会日益凸现!希望上

海主要公共场所都能设置专用车位$

一户多残困难家庭获得
生活补助

#月 (日，市残联透露，上海市一户多残
困难残疾人家庭已可获得生活补助，这是上
海市政府今年在残疾人保障方面的又一项新
举措。此次生活补助主要针对在同一户口内
有 '人或以上数量的残疾人，且属于当年度
城镇低保或农村低收入的家庭。补助额度为：
“一户两残”的 "**元，“一户三残”的 '**元，
“一户四残”的 !**元。

点评!据粗略统计!上海目前有一户多残

家庭 $%%%多户!他们比一户一残的家庭更艰

辛,更不易$ 不少人觉得!人们对于残疾人不

是不理解!而是不了解&不是不人道!而是不

知道$所以!除了在政策层面尽可能出台保障

措施外! 全社会都应主动了解并关心这一弱

势群体$ 本报记者 徐轶汝

! ! ! !本报讯（通讯员 王裔君 记者 江跃中）松
江区首家脊髓损伤者康复站点———脊髓损伤者
“中途之家”，近日在人乐小区残疾人社区康复
训练点揭牌成立。

脊髓损伤者“中途之家”配备了各类医
疗器械和康复训练器材，由专人负责日常管
理，为颈椎、胸椎、腰椎等部位受损人员提供
康复训练、咨询服务和“伤友”间沟通的平台
和场所。在“中途之家”，康复医生会为每位脊

椎损伤患者开展康复评估，并为他们建立康
复训练档案，制定个性化的康复计划。

据松江区残联相关负责人介绍，上海的脊
髓损伤患者约有 "万人，且每年以 "***人的速
度递增。其中，颈椎、胸椎、腰椎部位脊髓损伤患
者（亦称截瘫患者）是肢体残疾病患者中最痛苦
的一个群体。他们长期病痛缠身，生活难以自
理，同时又迫切渴望就业和参与社会生活。“中
途之家”寓意从病床回归社会的“家”，该模式主
要借鉴了日本与中国台湾地区的经验，提倡发
挥有经验的“伤友”的作用，在患者间开展自助
与互助，提高生活质量。

! ! ! !造成儿童车祸死亡的主要原因是不正确的
乘车习惯。记者在 "'月 "-日举行的“残疾预防
关爱儿童”巧儿宜集团儿童汽车安全座椅捐赠仪
式上获悉，抱着儿童乘车、儿童使用成人安全带、
不使用任何约束装置或儿童乘坐在副驾驶位置等
等，都是错误的做法。一旦发生事故，安全气囊弹
出或发生误爆，都将对儿童的头部、颈部以及脊椎
造成巨大的冲击，严重威胁儿童的生命安全。

据国家质检总局提供的数据，使用儿童安

全座椅可以将汽车碰撞事故中孩子的死亡率降
低 -*.，而它在我国的使用率不足 *)".。中国
每年有超过 "#%**名 *至 "(岁儿童死于交通
事故，平均每天超过 %*名。

当天，巧儿宜集团向上海市残疾人福利基
金会捐赠 '***余个儿童汽车安全座椅，总价值
'!%万元，并且呼吁民众关注儿童乘车安全问
题，预防和避免惨剧的发生。
本报记者 鲁哲 通讯员 栗荣 摄影报道

! ! ! !把手头助残员的本职
工作做好后，陆嘉良忙不迭
地烧水、打扫办公室、打字
复印，忙碌而快乐。陆嘉良
是闵行区颛桥镇骏苑小区
居委会的助残员。过去，他
可是另外一副模样。
在近日的采访中，颛桥

镇社会保障事务中心主任
夏军回忆起第一次见到陆
嘉良时的情景说：“吓了我
一大跳，他整个人灰塌塌
的。”陆嘉良今年 '%岁，是
颛桥镇灯塔村村民。他的改
变，还要从头说起。

6岁时遇车祸
陆嘉良 + 岁那年遭遇

了一场严重的车祸。那时他
刚上幼儿园。一天，父亲骑
自行车接陆嘉良放学回家，
路上与一辆大卡车相撞。陆
嘉良的左腿被卡车压住，动
弹不得，父亲被卡车撞出了
几米远。好心人把父子俩送
到了第五人民医院，经过全
力抢救，父子俩的命保住
了，但陆嘉良的左腿粉碎性
骨折，左小腿肌肉全部撕裂
坏死。他小小年纪就经历了
两次刻骨铭心的大手术。

手术后，陆嘉良落下
了很多后遗症，上身和大
腿因为植皮留下了许多伤
疤，小腿上的伤疤已经发
黑，一到冬天还会渗出脓
水，惨不忍睹。陆嘉良的体
质也变得很差。
上学时，小陆不能上体

育课，不能和小伙伴一起尽
情地玩耍，腿上的伤疤要藏
好掖好，怕被同学看到。在
病痛中成长起来的陆嘉良，
变得内向、自卑。

家里一呆七八年
初中毕业后，小陆上了

技校。从技校出来，陆嘉良也尝试着找
工作。但流水线上的活，他显然吃不消。
不多久他就回家，一呆就是七八年。每
天除了吃饭时出来一下，其余时间他都

闷在自己的房间里，网络
变成了心理极度封闭和自
卑的陆嘉良与外界联系的
唯一途径。

陆嘉良的父亲是个装
卸工，母亲在小区里当清
洁工。两个人都老实巴交
的，不知道这个儿子以后
怎么办，又怕说出去被人
笑话，从来不跟外界说儿
子没工作。陆嘉良妈妈因
此常常以泪洗面。

求助信受重视
去年年底，陆嘉良的

母亲遇到了陆嘉良小学时
的班主任颜建芳。颜老师
没有忘记这个特别的学
生。得知他一直没有工作，
颜老师劝他向政府求助。
在颜老师的劝说下，陆嘉
良给颛桥镇政府发出了求
助信，引起了重视。

颛桥镇社会保障事务
中心根据陆嘉良的实际情
况，决定先联系镇残联帮
陆嘉良做伤残鉴定，并办
理了残疾证，随后通过颛
桥镇就业服务网络体系中
的就业岗位平台，与镇万
人就业项目协调沟通，在
社保中心、残联以及多方
的共同努力下，陆嘉良被
录用为骏苑小区居委会的
一名助残员。

针对陆嘉良的特点，
镇社会保障事务中心特别
为他安排了经验丰富的
职业指导师，帮助他梳
理自身求职的优势和弱
势，并做了一份专业的职
业规划书。

今年 ""月，陆嘉良工
作了，脸上重新有了笑容。
他还打算参加技能培训，
掌握一技之长。看着儿子
工作了，拿到工资了，而且

人精神了，话多了，陆嘉良的父母也有
了笑容。他妈妈也有一个打算：希望儿
子早点找到对象。

本报记者 鲁哲

这一年，这些事，给他们带来“阳光”
———盘点2011年惠及申城残疾人的主要公共政策

对一户多残家庭实行
补助、启动“无障碍数字图
书馆”、让导盲犬顺利坐公
交车———2011年，本市
一项项惠及残疾人的公共
政策相继落实，涵盖残疾
人基本保障、教育、出行和
导盲犬等各方面，越来越
多的残疾人从中受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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松江区“中途之家”助脊髓损伤者康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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