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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14日全省残疾人就业创业工作现场推进会

上，湘潭作为唯一市州代表作经验发言；

●3月4日省残联第八届主席团二次全会上，湘潭

市残联以《实行分散照护四方协议模式提升困难重度残

疾人生活品质》为题作典型发言；

●4月8日全省残联系统宣传文体工作会议上，湘

潭市残联以《以文创基地示范带动湘潭残疾人事业高质

量发展》为题推介湘潭残疾人文化事业发展经验；

●6月13日至6月14日第三届全省残联专职委员

知识竞赛暨国赛选拔赛，湘潭市代表队荣获冠军；

●7月8日省政府办公厅《政务要情与交流》（128
期）刊发《湘潭市创新“6+”模式促进残疾人高质量就业

创业》工作经验；

●9月25日《湖南省实施民生可感行动工作专报》

（第14期）刊发《湘潭市：坚持“四聚力”，为残疾儿童点亮

未来》工作经验

……

2024年，湘潭市残疾人事业发展已结下丰硕果实。

残疾人是一个特殊困难的群体，残疾

人事业，是一项从春天出发、向春天报到、

与春天同行的事业。在湘潭市委、市政府

正确领导和省残联的精心指导下，湘潭市

残联坚持守正创新、求真务实，不断完善残

疾人社会保障制度和关爱服务体系，努力

打造残疾人事业高质量发展的湘潭品牌。

参加湖南省第十届残疾人艺术汇演的演出者之一视
力残疾人罗欣，是一位两个孩子的妈妈，也是一家盲人按
摩工作室的负责人。“很感谢，市残联提供的这次机会，让
我们能勇敢地去追逐艺术梦想，虽然我们身体上有所不
便，但对文艺的热爱让我们的生命多彩多姿，也希望有更
多的残疾人朋友能够加入到文艺活动中来，共同创造属于
我们的精彩人生。”在省里获奖后她对记者说。

9月 26日，湖南省第十届残疾人艺术汇演圆满落幕，
经审委员会评选，湘潭市代表队在本届艺术汇演中五个参
演节目全部获奖，分别取得1个一等奖、3个二等奖、1个三
等奖的好成绩。其中，罗欣参演的《自强战歌》是专门为全
国8500万残疾人创作的，歌颂残疾人自强不息精神的原创
歌曲。还有由13名残疾人器乐爱好者合奏的《云宫迅音》，
通过二胡、唢呐、竹笛等乐器完美演绎，让观众获得了一次

“遨游天际”的奇妙体验。
湘潭市残联高度重视残疾人文化工作，每年制定全市

残疾人文化活动计划，每年至少推出一项创新活动或举措，
安排专门预算用于开展残疾人文化活动。依托市级残疾人
文化创意示范基地，持续培育发展了丁小赞书画工作室、盘
龙社区残疾人飞扬合唱团等残疾人文化示范团体，以此示
范带动了一大批残疾人从事文化活动。今年5月，成功举办
湘潭市首届残疾人文创产品公益拍卖会，43件残疾人书画
作品和25类残疾人手工艺作品全部完成拍卖和推销，成交
额近20万元，进一步畅通了残疾人文创产品产供销链条。

任重道远民生路，砥砺奋进续华章。迎着奋进新征程
的号角，湘潭市各级残联组织和全体残疾人工作者，将以
更昂扬的姿态担当作为、干事创业，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
推动残疾人高质量发展，奋力谱写中国残疾人事业现代化
的湘潭篇章。

“我在这里工作，离家近，包吃
包住，一个月还能赚三四千元工资，
大家都说我整个人都阳光起来了，
家里的日子也好了很多。”在 38岁
的小金（化名）心里，充满了找到工
作的感激和对未来的向往。

湘潭县易俗河镇有一家同行洁
净洗车行，员工都是残障人士。小
金是名肢体三级残疾人，今年 3月
在黄明强的邀请下来到洗车店工
作。62岁的黄明强有很多身份，他
是一名肢体残疾人，也是当地有名
的企业家。黄明强组织一群爱心人
士和爱心企业成立了湘潭县助残志
愿者协会并担任会长，开设了同行
洁净洗车行等残疾人就业岗位，不
到一年为 100多名残疾人提供了就
业帮扶。

肢体二级残疾人刘永智，创办
了悦恒网络科技服务有限公司，成
为湘潭首批抖音一级代理商。悦恒
旗下现在有“网络达人”370多人，

其中 50多人是残疾人或残疾人家
庭子女。粉丝最多的小于（化名），
是一名残疾人家庭的孩子，性格有
些孤僻，签约悦恒后，她有了 15万
多粉丝，不仅开阔了视野，还能通过
做短视频获得收益。

这些都是“6+”就业模式实施后
的生动典型。今年以来，湘潭市残
联创新实行了政策驱动+、技能培
训+、基地建设+、信息赋能+、业态
创新+、志愿服务+的“6+”就业模
式。建成了集公益性、多功能、综合
性于一体的市级残疾人创业孵化基
地；建设残疾人就业帮扶基地 14
家；组织西点制作、手工艺制作、直
播带货等免费技能培训22场次，受
训残疾人达 560人次；扶持 85名残
疾人自主创业；城镇新增就业 109
人，农村新增就业200人，有就业意
愿和就业能力的残疾人就业率达
63.1%，残疾应届毕业生就业率达
100%。

“孩子转到学校做免费康复训
练以后，我和孩子都轻松了很多，效
果也更好了！”9月 25日，晨晨（化
名）的妈妈高兴地说。晨晨是湘潭
市特殊教育学校三年级学生，周末
去江麓医院做康复训练，妈妈要花
费很多时间接送陪同。今年，晨晨
转入本校课后接受康复训练，他的
妈妈得以重返职场。

残疾儿童有着教育与康复的双
重需求，要综合考虑医学、教育、康
复等多方面。今年 3月份，湘潭全
面启动“教医康融合”试点工作，以

“学校+医院”合作、“教师+医师”协
同、“教育+康复”课程为主要抓手，

建设好“教医康融合”师资队伍、发
挥好医疗机构职能职责、开展好学
校康复训练课程，有效解决家长学
校医院两头跑的困境，切实为残疾
人少年儿童撑起“关怀伞”。

为做实做优残疾人家门口的
康复服务，湘潭市聘请第三方专
业康复机构运营管理残疾人社区
康复服务站扩面至 10个，在岳塘
区重点打造 2个示范性残疾人社
区康复之家。目前，湘潭市残疾
人基本康复服务率和辅具适配率
均达到 99.8%，超过省定 85%的目
标，残疾人精准康复服务工作成
效显著。

石春秀是双下肢高位截肢，多
年来一直独居。今年6月，残联为她
申请了困难重度残疾人家庭无障碍
改造项目，通过实地调查评估，残联
为她制定了“个性化”改造方案。如
今，厨房改造了低位灶台、开关，装有
抽油烟机，床前安装了夜光扶手，外
面设置了自动晾衣架等，石春秀能自
如地料理一切家务。

如何提升残疾人朋友的幸福
感、安全感、获得感？办好民生实事
是个有力的抓手。

2024年，湘潭市残联承担690名
0至6岁残疾儿童康复救助、825户困

难残疾人家庭无障碍改造等两项省
实事项目。

目前，0至6岁残疾儿童康复救
助项目，已有 1192名残疾儿童进入
定点康复机构进行康复训练；困难
残疾人家庭无障碍改造项目，已完
成843户。

今年，在0至6岁国家救助基础
上，积极争取市政府将救助年龄范围
扩大至14岁，已累计救助637人，家
长满意率100%。

湘潭市残联承担的民生实事项
目办理已连续 4年获评省市优秀等
次。

对重度残疾人进行集中照护，
有利于提高残疾人生活质量，达到

“照护一个人，解放一家人，温暖一
群人”。另一方面，针对残疾人个体
差异和需求，对残疾人实行分散照
护，能更满足残疾人个性化需求。

今年，湘潭市残联联合民政部
门摸清全市集中照护机构和残疾
人家庭照护需求，将依托敬老院或
托养机构在每个县（市）区建设集
中照护中心，全市 2600 余名困难
一、二级肢体残疾人和智力残疾人
有望纳入集中照护。另一方面，围
绕“生活有人管、生病有人问、困难
有人帮、应急有人理”目标，继续深

入推行困难重度残疾人分散照护
服务四方协议模式，压实乡、村（社
区）、照护人的监管和照护责任，已
有效提升了 5460名困难重度残疾
人的生活品质，该模式工作经验在
全省推介，并在人民网、湖南日报
作为典型经验进行宣传。

“感谢市残联总是惦记我，经常
过来看我。”楠竹山镇新桥社区的唐
阿姨对前来走访的市残联工作人员
激动地说道，“通过签订了‘四方协
议’，社区工作人员、志愿者和街坊
邻居们会‘组团’来我家，帮我干干
家务活，陪我聊会天，帮我照看下孩
子，真是多亏大家了。”

推出“6+”就业模式
畅通残疾人高质量就业快车道

试点“教医康融合”
残疾人精准康复服务再升级2

民生实事常抓不懈
残疾人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成色更足3

建立困难重度残疾人“集中+分散”照护服务体系
把服务做到残疾人心坎上4

1

5 残疾人文化事业繁荣发展
残疾人生活更有质感和温度

3月18日，湘潭市“教医康融合”试点工作启动仪式现场。

困难重度残疾人家庭无障碍改造后使用场景。

残疾人儿童正在进行康复训练。

工作人员上门签订“四方协议”。

9月26日，湖南省第十届残疾人艺术汇演上，湘潭残
疾人演员在演唱《自强战歌》。

8月29日，湘潭市残疾人创业孵化基地在岳塘区长塘
大厦揭牌并正式投入运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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