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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我市持续加大贫困残疾儿
童康复民生工程扶持力度，对具有我市
户籍或居住证且符合康复条件的视力、
听力、言语、肢体、智力等残疾儿童和孤
独症儿童开展康复救助。截至 12 月 17
日，今年我市残疾儿童康复救助1780人，
已完成省定目标 1237 人的 143.9%，基本
实现了有需求残疾儿童应救尽救。

“感觉孩子的状况越来越好，离光又
近了一步。”12月 13日上午，在郏县妇幼
保健院治疗室里，丁女士满怀希望地
说。今年 3 岁的脑瘫儿小正第一次来到
郏县妇幼保健院做康复治疗时，她几乎
是绝望的。康复治疗两年来，孩子进步
越来越明显，她脸上的笑容也越来越多。

继续实施残疾儿童康复救助是我市
今年的民生实事之一。有了康复救助政策
支持，越来越多的患儿家庭看到了希望。

“希望越来越近了”

小正躺在郏县妇幼保健院治疗室的
床上做腿部蜡疗，缓解肌张力。他捧着
手机听着儿歌《小星星》，不时发出笑
声。刚入院时，小正的双腿像棍子一样
僵直，肌张力特别高，妈妈丁女士给他换
尿布时得使劲把他的腿分开，“现在孩子
已经能独自站立、独自走几步了，肌张力
比较稳定，比以前真是好太多了。”丁女
士嘴角一直挂着笑意，“感觉孩子离光又
近了一步，希望越来越近了。”

小正是早产儿，因脑损伤曾在郑州
做手术并康复治疗，效果不太理想。将近
一岁时，近乎绝望的妈妈带着小正来到郏
县残疾儿童定点康复医疗机构——郏县
妇幼保健院做康复治疗。

郏县妇幼保健院儿童康复科主任许
艳艳说，近一岁的小正全面发育迟缓，语
言、认知、整体运动能力只相当于三四个
月的幼儿。通过治疗及多种康复训练，如
今他不仅各项指标都在好转，性格也开朗
多了。每个疗程结束后小正需回家休
息，医务人员经常电话回访，给予家庭指
导。

小正的康复项目较多，一个疗程的
费用六千多元，经医保报销、康复救助后，
个人仅需负担一千多元。每年花费达到
一定额度还有大病补助、二次报销。“孩子
需要长期坚持治疗，康复救助政策大大
减轻了家里的负担。”丁女士说。

功训室、运动悬吊室里，都有孩子在
进行康复训练。小光刚来时不会说话，反
应慢，时常摔倒，经过四个疗程的康复训
练，现在能轻松地爬上小车，有强烈的运
动欲望。“像O形腿、X形腿、足外翻、足内
翻等形体康复，一般三个疗程后就有明
显的效果。”许艳艳说。

精细运动室里，先天性偏瘫、两岁多
的小敏在康复训练师的指导下将负重磨
砂板高高举过头顶，锻炼肌肉力量。“加
油，还有最后3个！”30个过后，她开始进
行其喜欢的拧螺丝训练项目，锻炼手指
灵活性。“慢慢地，用前两个手指头。呀，
成功了，真棒！”康复训练师不断鼓励着。

“列入康复救助计划的绝大部分孩
子自费部分非常少，有的几乎不产生费
用。”许艳艳说。今年政府放宽了儿童康
复救助的年龄，他们救助的年龄最大的孩
子10岁。今年郏县省定救助任务166人，
至 13日实际完成344人，其中郏县妇幼
保健院已救助包括肢体（脑瘫）、孤独症、
全面发育迟缓等在内的患儿207名。

康复救助，为残疾儿童带来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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汝州市金庚康复医院是一所以服
务残疾人群为主，集残疾预防、康复训
练和医疗科研为一体的非营利性综合
医院，也是我市残疾儿童定点康复医
疗机构之一。目前，有180多名享受康
复救助政策的肢体（脑瘫）儿童在院内
接受康复训练。

宝丰县闹店镇洪泗营村一农家6
个孩子均是脑瘫儿，最小的还在哺乳
期，其他5个孩子已经在金庚康复医
院住了两年。除了孩子的爷爷外，奶
奶、父母均有不同程度的智力、精神
疾病。不幸的是，最近，孩子们的爷
爷遭遇车祸去世。12月 14日，记者在
金庚康复医院副院长崔建平的手机
上看到了他 2019 年夏初见孩子们时
拍的照片：孩子们趴在地上，眼神呆
滞，不会说话，不会走路。院方当即
给孩子们办理入院手续，进行康复训
练。除去医保和残联补贴等费用，为
孩子们请护工、日常饮食起居等费用
全部由医院承担。如今，通过持续药
物治疗和康复训练，5个孩子都有不同
程度的好转，老二和老三已能够灵活
地蹬着小车快跑，并能站起独立走两
步。

“根据市残联和汝州市残联的要
求，平顶山的残疾儿童在我院进行康
复训练全部实行零付费。”崔建平说，
残疾儿童康复训练除医保报销、残联
补贴之外，剩余部分均由医院垫付。

8岁的小磊因车祸偏瘫，在医院全

托住了一年。医院出资请护工照料他
的生活，爷爷不时来探望。他与所有
的医护人员熟识，知道每天先后该去
哪些训练室。“目前医院全托的孩子有
一二十个，困难家庭的居多。”儿童康
复三病区主任李亚飞说。

语训室里，在康复训练师程娟的
带领下，孩子们手捧多个小纸团：发音
时需要腹部用力，把小纸团吹开，感受
气息的流动。

来自汝州市临汝镇的小辉今年9
岁，先天性失聪，如今佩戴着助听器，
康复训练的同时已进入正常小学读三
年级。“孩子生活能自理，能和人沟通，
能正常上学，已经非常满意了。”小辉
的爸爸说，各项补贴报销后，自己仅需
付少量治疗药费。他对前景十分乐
观，“孩子智力没有问题，慢慢长大了，
懂的东西会越来越多。”

汝州眼科医院儿童视知觉强化训
练中心也是市定点康复医疗机构之
一，为低视力儿童提供视力矫治。“矫
正视力在0.3以下属于康复救助对象，
目前中心救助的有20多名孩子。”中
心主任庄晓丹说。家住汝州市汝南街
道、今年4岁多的小雅在两年前幼儿
园入园检查时查出高度远视，父母才
知道她眼中的世界和常人不一样。经
过两年的矫正和康复训练，小雅戴上
眼镜的矫正视力已经达到0.8，效果非
常不错。妈妈杨女士说：“孩子每天早
上一睁眼，第一件事就是去拿眼镜。”

康复救助，一个孩子都不能少

今年，我市扩大了康复救助对象
年龄范围，凡具有平顶山户籍（含居
住证发放地在平顶山）且符合条件的
0—14岁视力、听力、言语、肢体、智力
等残疾儿童和孤独症儿童，均可获康
复救助，具体包括城乡低收入家庭的
残疾儿童和儿童福利机构收留抚养
的残疾儿童；残疾孤儿、纳入特困人
员供养范围的残疾儿童；其他经济困

难家庭的残疾儿童。
据市残联康复部部长薛国政介

绍，康复救助项目包括手术、辅助器
具适配、康复训练3项内容，救助标
准不一。根据省定目标，我市全年救
助不少于1237人，截至12月17日，我
市今年残疾儿童康复已救助1780人，
是目标任务的 143.9%。“项目的实施
有效改善了残疾儿童的生存与发展

状况，减轻了残疾儿童家庭的经济负
担和社会压力。”

据了解，我市是全省4个承接残
疾儿童康复早期干预试点项目之
一。今年，我市还为40名0—3岁听
力、肢体、智力残疾儿童和孤独症儿
童及其家庭提供了家长培训、亲子同
训、家庭环境评估与康复指导等早期
干预服务。

为残疾儿童康复保驾护航

郏县妇幼保健院康复治疗师李玉闪带着患儿进行手部精细动作训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