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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圆圆给小猪图案涂上漂亮的粉红色

! ! ! !闸北区有一支主要由
老年肢体残疾人组成的
“为民服务队”，李伟建十
多年前就加入其中。因为
小儿麻痹症无法站立的
他，一直摇着轮椅车辗转
各处，为社区居民们修理
雨伞。即使是寒冬腊月，冰
水刺骨，双手都冻僵了、冻
裂了，看着排队的长龙，他
也一定要坚持到修完最后
一把伞。其实，李伟建早已
退休，然而，只要是为民服
务，他始终风雨无阻，这一
坚持，就是十余年。
老有所长，老有所乐，

从社会中汲取能量，再将
光热散发出去。闸北区有
这样良好的氛围，所以，这
里的人生晚晴格外绚烂。
今年 !月 "日，一场

特殊的闸北区首届“阳光
达人”才艺秀决赛让彭浦
镇社区文化活动中心沸腾
了！来自全区各街镇的 #"

名残疾人选手竞显风采。
同样在这里，还有过一场由全区残疾人

代表自编自演的文艺节目，成为上海开放大
学残疾人教育学院闸北区学习中心首届本科
专科毕业典礼的献礼。演出结束后，上海市残
联党组书记金放盛赞：“闸北区开展的这项活
动，就是弘扬人道主义思想，关心残疾人生活
和学习，帮助他们不断迈步奔小康、实现美好
中国梦的集中展示和具体体现。”

近年来，闸北坚持将残疾人文化建设
纳入区域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统筹安排，
同步推进，按照“活动项目化运作、队伍专业
化管理”的模式，引进社会组织益康残疾人关
爱服务中心，在原有区残疾人合唱队的基础
上，新建快板队、鼓乐队和舞蹈队，定期开展
训练，精心培育品牌节目，积极储备艺术人
才。在 !$#%年上海市残疾人声乐、器乐文艺
汇演上，小组唱《绽放·阳光路上》和葫芦丝独
奏《彝族火把节》分获三等奖、优秀奖。
此外，文化助残项目的实施、无障碍电影

的放映、区有线台手语新闻节目的播放、残疾
人征文摄影比赛的开展等等，都为残疾人提
供了更加丰富多样的精神文化活动。自 !$#&

年以来，区残联累计为各街镇添置盲文书、新
版《十万个为什么》等书籍 !$$余种，添置体
育器材 !$余种。
下一步，闸北区残联将搭建平台，推动残

疾人文化节目到社区巡演，营造让全社会更
加了解、关注残疾人的良好氛围，让大家有所
乐、有所为，活出精彩，活出奔头！

! ! ! !在第三届、第四届全国残疾人职业技能
竞赛 '()制图上连夺两个第一名；在第七届
国际残疾人职业技能竞赛中，荣获建筑 '()

金奖；参与设计的轨交 *号线人民广场车站，
在全国优秀工程勘察设计行业奖评选中，获
市政公用工程三等奖……不是亲眼所见，很
难想象，这些奖项的获得者，是自幼聋哑的上
海市隧道工程轨道交通设计研究院建筑设计
工程师吴建寅。他是闸北区 !+!万多名残疾
人中的佼佼者，然而，像他一样志存高远的还

有很多人。
培训，是残疾青年实现理想和价值的基

石；就业，则是梦想扬帆起航的码头。
很多残疾人渴望读大学，在上海市残疾

人职业技能培训中心和上海市开放大学闸北
分校的共同努力下，许多早已过了求学年纪
的残疾人终于走进校园，学习各种技能。除了
学历教育，残疾人们还参加了各种操作性强
的职业技能培训班，走出课堂就能在岗位上
发挥才干。在“阳光职业康复援助基地”和“阳
光之家”里，不同能力的学员也得到了个性化
的劳动技能培训。近两年来，闸北区共培训残
疾人 #%%,人次，其中 #&,人获得国家职业资
格证书。
有了技能，就有了求职的敲门砖。
闸北区始终将援助残疾人就业作为首要

工作之一，完善区、街（镇!两级就业服务体系

和制订帮扶政策，不断提高“一对一”、“面对
面”等个性化服务能力的水平。进一步加强援
助力度，开发适合岗位，开展就业援助月活
动。鼓励创业，结合闸北区政府相关创扶政
策，鼓励残疾人自主创业，同时，通过“创业面
面谈”、“创业明星企业和领军人物评选”等活
动优化创业环境，营造良好氛围。
近两年来，闸北区残联累计安置残疾人

就业 #,#人次，其中分散就业 --人次，非正
规组织就业 #$.人次，上年度残疾人失业登
记增长率实现负增长，全区残疾人全日制高
校毕业生就业安置率为 "*/。!$#%年底，万
人就业项目社区助残服务社队伍已达 !&!人
的规模，全年由市促进就业专项资金发放社
保补贴 #*-万元，发放岗位补贴 !.%万元，对
,-名完全丧失劳动能力者给予劳动能力鉴
定费补贴共计 !+--万元。

! ! ! !人到中年，上有老下有小，正是家庭负担
最重的时候，对于身体不便的残疾人更是如

此。
何以解忧？一张保险合同!一张银行卡0

一辈子的保障。
为增加残疾人的抗风险能力，避免“因病

致贫”，闸北区残联在全市率先利用政府平
台，采用公开招标的方式，为闸北区有意向的
持证残疾人购买“闸北区残疾人团体人身意
外伤害综合保险”。截至 !$#.年 !月底，全区

投保残疾人总计 #",&#人，占全区持证残疾
人总数的 *,+%./。

在开展补助时，闸北区优先将天平向基
层困难残疾人倾斜，按照贫困和需求、特惠与
普惠相结合的具体要求，在元旦春节、助残周
及国庆节着重对特定贫困持证残疾人（包括
重残无业"一户多残家庭"特困家庭"老养残

家庭和重度残疾人低保家庭以及重大病贫困

残疾家庭）实行分类施保，让广大残疾人及时
享受惠残政策，切实保障他们的基本生活，让
他们与全区人民共同度过节日。据统计，!$#%
年元旦、春节、助残周及国庆节日期间，闸北
区残联共拨付帮困金 &&%+%- 万元，全区有
*&-$人次残疾家庭受益，同比均有增长。

同时，为确保帮困资金的运作规范和发
放及时到位，区残联为每位残疾人办理一张
银行卡，账目清清楚楚，补贴明明白白。据统
计，全区为残疾人实现银行转账支付占总数
"!+./，规范了帮困救助发放机制，还将在今
后帮困中逐步推广。

本版供图 闸北区残联

! 手持保单#唐妙娣$右!觉得很踏实

幸福人生 绽放闸北
上天，可以使肢体残缺，却不能令心灵蒙尘，更不能剥夺平

等追求幸福的机会。
在闸北区，生活着2.2万余名残疾人。在闸北区委区政府的

悉心关怀下，在自身的砥砺奋斗中，在社会的共同参与下，他们
的人生圆舞曲正渐渐拉开帷幕，奏响华彩篇章。
走进闸北，这里有很多值得我们引以为傲的残疾人朋友，也

有很多值得我们投以敬意目光的残疾人工作者，还能听到许多
润泽心灵的朴实言语：
“我的个头不高，但我也志存高远”；
“我看不见世界，但你们给了我眼睛”；
“我没你们聪明，但我的心同样善良”；
“我听不见声音，但能触摸到地球的心跳”……
家在闸北，温暖在闸北，感动在闸北，幸福在闸北！

! ! ! ! .月 #,日是第 !.个全国助残日，中残
联号召全社会“关注孤独症儿童，走向美好未
来”。在闸北区，也有一群人致力于让孩子们
走出封闭的小世界，来到更广阔的天地。

%岁的圆圆让妈妈又爱怜又头痛。妈妈
辞去工作，寸步不离地陪伴左右，却从来没有

听到她喊过一声“妈妈”。第一次来到闸北区
专门机构接受康复训练时，圆圆不停尖叫，对
妈妈的劝说没有任何反应。由于无法表达情
绪，圆圆还常通过尖叫、打人、撕扯自己的头
发、用头撞墙等极端行为获取所求所需。
经历难以计数的评估和训练后，老师终

于发现圆圆对色彩很敏感，就开始用颜色帮助
她。老师选用可视音乐干预仪、视听统合训练
仪等设备对她进行康复训练，那些五颜六色的
无规则图形总能暂时吸引她，让她忘记尖叫。
回到家，圆圆妈妈除了运用在“阳光宝

宝”家长学校掌握的本领，还通过远程家庭康
复指导平台———康复云随时咨询老师，开展
家庭康复。经过妈妈和老师们近 #$个月的共

同努力，圆圆不仅学会了简单的交流技巧，而
且已经从简单的描一条线到如今可以涂出各
种漂亮的颜色啦！妈妈高兴地说，圆圆已经可
以一起看电脑、学本领了！作为全区 %*名“阳
光宝宝”之一，圆圆的康复训练费用能从闸北
区残联得到补助，闸北区爱心人士设立的“方
舟基金”也向自闭症、脑瘫儿童提供救助。
在闸北区，圆圆并非个例。在各类政策支

持下，不同类型的残障儿童可以得到康复训
练、补贴救助、辅助器具适配、医教结合、随班
就读和送教上门等多方面、多渠道、个性化的
服务。在闸北，特殊教育是全区教育工作的一
张名片。当圆圆将来走进校园，她更加不会孤
独———因为，有爱，有梦，有温暖。

本报记者 孙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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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区县残疾人事业巡礼

! ! ! ! %我叫圆圆#我爱叫"爱跳"爱破坏#不太会说话#但心中同样有色彩万

千& 看' 这是我的作品& ( !!!孤独症患者 圆圆

! ! ! ! %我是吴建寅#我用微笑面对世界#用奋斗改变人生' (

!!!!"#$年度全国自强模范"全国技术能手"听语双重残疾人 吴建寅

! ! ! ! %我是唐妙娣#患有心脏病)高血压#经常跑医院#有了区残联为我们购

买的保险#心里踏实多了& ( !!!患病残疾人 唐妙娣

在闸北 让人到中年无所虑安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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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闸北 让理想扬帆起航成才

在闸北 让孩子不再孤独生长

! 自幼聋哑的吴建寅勤于钻研

编者按

! 李伟建.右!在助人中找到乐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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