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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宝山区金色晚年敬老院住着 !""名重残无
业残疾人，敬老院专门为他们打造了一块工疗
农疗的小天地———“金色庄园”。原先对大自然
一无所知的智力残疾人老钱住进敬老院后，在
特教老师带领下，每周在庄园里种一次菜、喂一
次羊，还要参加看录像、看图识字、唱歌等文体
活动，终于记住了蔬菜和动物的名字。

老钱是宝山区创建全国首批“阳光家园”示
范区的一名受益者。自 !"#!年创建以来，宝山
区的残疾人养护机构建设、居家养护和日间照
料体系得到长足发展，在全市各区阳光家园的
综合评估中名列第一。

机构养护 残疾人住得安心
让每位有需求的重残无业残疾人都能就近

得到养护服务，是宝山区在创建之初提出的目
标。一方面，区残联等积极联手，在 !"个养老机
构增加残疾人养护项目，通过制定细则和参加
$%&'""(质量体系认证，提高残疾人养护服务水
平；另一方面，区残联扩大补贴发放范围，在入住
养护机构的重残无业人员每人每月领取 )""元
补贴基础上，再向符合条件的贫困重度残疾人、

*+岁以上未办理民政孤老手续的残疾人入住养
护机构发放每人每月 ,""元。去年，全区发放机
构养护补助费 !*'-'万元，同比增长 #-.倍。

高阿婆住进养护机构之初，一顿饭只吃得
下两勺饭。现在，在敬老院的卫生所里就能看
病，医务人员陪她聊天，嘱咐她及时吃药，高阿
婆顿感身边有了依靠，胃口也好了。敬老院还从
国外引进护理软件，跟踪采集残疾人的生活起
居、饮食状况和排泄物性状等数据，系统会自动
综合分析，预警异常情况，及早诊断隐性疾病。

居家养护 志愿者上门服务
瘫痪在床的小顾全靠年迈多病的父母照

料，两位老人不堪重负。从去年开始，宝山区残
联对 .*)名长期卧床并需要全护理的残疾人定
制居家养护服务，志愿者小朱不仅上门帮忙做
家务，还每周为小顾洗一次澡，甚至半夜 (!时
去医院帮他排队挂号，小顾一家深受感动。

在现有服务基础上，今年，宝山区残联又整
合社区卫生服务资源，采取建立家庭病床、上门
诊疗等方式，使重度残疾人足不出户就能得到
专业医疗康复服务。

目前，宝山区计划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的方
式，进一步扩大服务人员的队伍，满足更多残疾
人的居家养护需求。

日间照料 学员收入增两成
重度残疾人有的住进养护机构，有的得到

居家养护，那么，如何提高中轻度残疾人的生活
质量？宝山区各街镇通过置换和租赁房屋、承租
改建超市作为康复劳动场所等形式，扩大 ./个
日间照料机构的面积，吸纳残疾学员 *(0名。
日间照料机构实行“.((康复法”，即每周安

排学员参加 .天康复劳动、!天教育教学和 !天
文体娱乐活动。

宝山区域较广，区残劳所协调各街镇均衡
发展。例如张庙街道前不久接到一笔 ,!"万件
各类包装品的加工任务，区残劳所根据人数比
例，将原料运送到友谊、吴淞、淞南等街镇的七
家日间照料机构协同生产，既按时完成生产，又
形成全区日间照料机构互支持、同发展的良好
氛围。!"(!年，全区日间照料机构残疾学员人均
收入同比增长两成，个人最高月收入达到 ./""

元，大大改善生活水平。 本报记者 孙云

! ! ! !本报讯（记者 孙云）'月 !!日是“国际聋
人日”，也是东方医院助聋门诊开设一周年的日
子。这是上海唯一专门为聋人开设的手语门诊。
每逢周五，手语翻译和自学手语的志愿者都会
来到这里，为听语残疾人提供导诊导医全程陪
同服务。虽然受到经费、人力限制，助聋服务每
次只能服务 ."人，可是，这个门诊开设一年来，
已帮助千余名以往难以确诊的老病号得到准确
诊断和及时治疗，深受残疾人欢迎。

聋人看病有多难？市聋人协会副主席洪泽
通过手语翻译告诉记者：“以往残疾人只能写字
与医生交流，但写字速度慢，医生和排队的病人
都不耐烦。有些医生写字潦草，聋人看不懂，还

会买错药。吃了几次软钉子，聋人往往怯于看
病，小病忍成大病。”家住杨浦的聋人老孟患有
高血压和心脏病，他就是因为这个原因不愿意
上医院，宁愿自己给自己“看病”，病情一直没得
到控制。听说东方医院有助聋门诊，他专门从杨
浦来到浦东看病，一段时间后，血压值从原来的
!("1#++2234恢复到 (!"10"2234正常区间。

手语翻译边海琴告诉记者，她遇到过一名
捂着半边肿脸的徐大爷来看病，他打着手语说，
他去某大医院看了四次，打了四次点滴，肿还没
有消。原来，通过简单的文字交流，医生难以完
全了解病情。通过边海琴翻译病情后，助聋门诊
的医生详细检查发现，徐大爷实际上患了多发

性肿瘤，赶紧对症下药。
来看助聋门诊的大多数是老年人，所以，医

院特别安排骨关节病专科医生马敏担任助聋门
诊的“专职”医生。他告诉记者：“很多来看病的
聋人朋友病情都拖得太久了，看着都让我心
疼。”他最高兴的是手语翻译走进手术室，医院
终于能给聋人做手术了，“这在以前是不可想象
的。”

为提高就诊效率，避免聋人在拥挤人流中
“走丢”，医院给社工配发蓝马甲，就诊聋人则佩
戴绿色的“笑脸卡”。因为聋人的心理往往敏感
脆弱，所以，这张“笑脸卡”刻意不出现“聋人”二
字，医生和社工一目了然，其他人却不会知道。

市聋人协会主席陈捷表示，上海现有 !/万
名听力和言语障碍者，手语翻译捉襟见肘，所以
助聋门诊目前仅有一家，一些聋人专程从奉贤
和金山赶来看病，希望能得到更多经费支持和
更多热心人士参与，在全市开设更多助聋门诊。

! ! ! !本报讯（记者 孙云）昨天下午，在上海图
书馆外借图书室的一个角落里，!(岁的小顾
安静地将一本本书籍收好，分类上架，蓝色的
工作服穿在身上，显得十分精神。巧的是，自
闭症患者的主题色也是蓝色，每年“世界自闭
症日”，小顾都会戴上蓝色手环，给爱心车辆
系上蓝色丝带……前不久，小顾正式签约进
入上海图书馆工作，成为上海第一名成功就
业的自闭症患者。小顾虽不善于表达，但尽力
在仪式上演唱了一首《相信自己》。他的成功，
让有就业意愿的其他自闭症患者及家长看
到，相信自己就有希望。

实习一年变化大
自闭症是近年才被认识的一种疾病，患

者可以申领精神障碍类残疾证。与其他各残
疾种类相比，自闭症患者往往活在自己的世
界里，难以与外界沟通，因此，就业难度最高。
在小顾之前，本市乃至全国都没有就业先例，
一些从学校毕业的孩子无处可去，整天待在
家里，前期辛苦取得的进步也会慢慢减退。
去年 '月，上海图书馆在全市首次招收

患有自闭症的实习生，并开设短期体验岗位，
提供机会，帮助成年自闭症患者融入社会。小
顾的母亲张女士告诉记者，经过一年实习，儿
子变化巨大。以往，儿子回家从不谈及学校中
发生的事情，现在，他会主动说说在上图工作

的情况。昨天他报喜说：“今天，有人问我，我
说‘请去服务台’。”别以为这句话很简单，实
际却是小顾的父母和带教老师花费不少心思
才教会的。一次，有个读者来问小顾怎么刷借
书卡，正在专心上架的小顾没听到，读者投诉
他“服务态度不好”。之后，带教老师和父母为
小顾设计了各种情境问答，这句话就是应对
咨询的一句标准答案，果然再也没有误会了。

学会与同事分享
上图负责人说，招收自闭症患者确实要

克服不少新难题。小顾第一天上班，中午去食
堂吃饭，看到每个菜都爱吃，不懂得挑选的
他，光荤菜就一口气点了五六份，结果却吃不
完。带教老师发现后，开始手把手地教他点
菜：“两菜一汤就够了哦。”
充满爱心的耐心付出，换回的是丰硕的

成果。现在，小顾每天自己乘地铁上下班，到
单位后给母亲打电话报平安，下班后向带教
老师报平安。母亲教会了小顾发短信。小顾还
学会了充饭卡、充交通卡，学会了上班时不东
张西望，还懂得了关心他人，午休时间他会拿
出56.与同事分享。小顾的进步不仅让家人
同事高兴，更让其他患者和家长增添了信心。
上海市精神残疾人及亲友协会孤独症工作委
员会主任肖志华说，希望小顾的就业经验能
推广复制，帮助更多患者取得进步。

! ! ! ! 卖饮料瓶 !+

元、卖废报纸 ,'

元……前天，武警
上海总队三支队七
中队的战士们，在
计算这个月的爱心
善款数目。*年来，
每个月，他们都会
把变卖废品等积攒
的“救命钱”，送到
驻地北新泾镇“阳
光之家”智障学员
孟祥瑞的手中。

!++) 年 ) 月，
七中队在长宁区组
织的助残扶残活动
中，与孟祥瑞“结
缘”。孟祥瑞从小患
有唐氏综合征，因
为长期的药物治疗
和缺乏锻炼，小孟
的体重从 !++0 年
的 *+公斤，剧增到
(.+公斤，还多次
因心肺病住院。为
给小孟筹集医疗费
用，战士们每月从
津贴费中拿出 !元
钱，但这仍是杯水
车薪。一次，战士刘
洋建议中队增设一
个“爱心箱”，官兵们把平时卖饮料
瓶和废报纸得来的零钱聚集起来，
作为“助残基金”送给孟祥瑞。
今年元旦刚过，刚出院的小孟

仅隔三天，又因心肺功能衰竭入院，
院方明确通知：“如果回家过年，必
须使用呼吸机，否则随时会有生命
危险。”购买呼吸机加上使用氧气和
过滤水，需要三四万元，中队官兵
也犯了难。一天中午，病房来了不
少媒体记者，采访小孟。隔日，《我
想回家过年》的报道陆续登出，引
起广泛关注。很快，一家医疗器材
公司赠送了一台最好的呼吸机，还
有许多热心居民给小孟捐款送物。
中队官兵特地把小孟和他母亲熊阿
姨接到中队一起包饺子，圆了他“回
家”过年的梦。

*年间，七中队官兵经历了 *

次新老更替，但大家传递“正能量”
的脚步没有停止。他们共计上门为
小孟服务 !.)次，累计捐款 (+(,0

元，小孟在部队过了 /个集体生日
和 ,个春节。

通讯员 陈超 苏雨昕

本报记者 江跃中

! ! ! !本报讯（记者 孙云）'+后小吴
克服先天残疾带来的种种困难，顺
利考入立信会计学院。近日，他在嘉
定区“光彩事业”扶残助学资金发放
仪式上领到 .+++元助学金，并获得
区残联发放的 !/++元“春雨助学”
补助金、0+++ 元一次性入学奖励，
一年的学费有了着落。在仪式上同
时领到助学金、入学奖励的还有嘉
定区 (,'名大学生。

近年来，嘉定区残联不断加大
教育救助力度，在全市率先实现了
残疾人教育免费全覆盖。!+((年至
今，/()名残疾大学生享受了“春雨
助学”教育援助，(0/名残疾学生和
残疾人家庭子女因嘉定区教育叠加
惠残新政获益。
扶残助学事业得到嘉定区光彩

事业促进会的鼎力支持，自 !+((年
起设立“扶残助学”专项捐赠项目，
每年捐赠 (+万元。

小顾在上图当上理书员
上海自闭症患者实现就业“零的突破”

! 小顾在整理图书 程仁祥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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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定区资助
残疾大学生

东方医院助聋门诊开设一年受欢迎

宝山区多方着手创建全国“阳光家园”示范区———

重残无业有补贴 中轻残疾有钱赚

手语翻译帮老病号“说”病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