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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市残联康复部部长薛政国介
绍，根据《平顶山市残疾儿童康复救助
制度实施办法》，符合救助条件的残疾
儿童在手术、辅助器具适配、康复训
练等方面，均可获得相应补助。服务
实现零拒绝、全覆盖。凡具有平顶山
户籍或居住证，有康复需求和康复意
愿，并经诊断或评估认定有康复训练
适应指征和有康复价值的0—14岁视
力、听力、言语、肢体、智力等残疾儿
童和孤独症儿童，均可获得康复救
助，肢体残疾矫治手术年龄放宽到16
岁。

为了让残疾儿童康复之路更顺
畅，市残联与市财政局联合出台相关
文件，畅通残疾儿童异地康复救助服
务渠道，精简经费结算流程和结算方
式，极大方便了残疾儿童家庭申请异
地康复和救助，为残疾儿童“应救尽
救”提供了政策保障。围绕“应救尽
救”的目标，为减轻残疾儿童家庭经
济负担，今年，要求有资金结余的县
（市、区）将补贴标准提高至20000元；
明确接受门诊康复的残疾儿童参照
执行，进一步为残疾儿童提供了康复
便利，让政策惠及更多残疾儿童家
庭。

“目前全市范围内 12 个县（市、
区）残联均可受理残疾儿童康复救
助申请，可供残疾儿童监护人自愿
选择的康复救助定点服务机构达到
39家，残疾儿童康复救助政策体系、
工作体系、服务网络全面建立并运
行。救助从项目转变为制度保障，
从特惠性上升为一项普惠性政策。”
薛政国表示，为避免残疾儿童错过
最佳康复期，实现“早干预、早治疗、
早康复”，残疾儿童康复救助项目根
据康复需求随时审核审批。“符合条
件的残疾儿童可到县级残联申请救
助。多重残疾儿童可由其监护人自
主选择康复类别。同时符合其他部
门救助项目的残疾儿童，可择高享
受救助。”

（文中所涉及儿童均为化名）

随时审批搭建桥梁

康复救助“应救尽救”点亮残疾儿童未来
□本报记者李科学 文/图

8岁的小叶在湛河区一所小学读
二年级，性格开朗、自信，喜欢画画，
喜欢徜徉在大自然中，聆听鸟鸣、风
声。健全孩子唾手可得的一切，她经
过长期康复训练之后终于能够拥有。

小叶3个多月时，被确诊为神经
性耳聋，佩戴助听器后在平顶山市阳
光聋儿听力语言康复中心进行康复
训练。“孩子康复训练有政府补贴，俺
几乎不用支付任何费用。”妈妈王女
士带着小叶风雨无阻，语训课一节不

落。4岁多时，小叶进入普通幼儿园，
适应得很好，康复中心也根据孩子的
康复程度调整了课程。进入小学，小
叶每周还要上一次语训课加强巩
固。“现在孩子性格开朗，和同学相处
融洽，学习成绩中上等，我们都特别
高兴。”王女士笑着说，“多亏了政府
的好政策和老师们的辛勤付出，孩子
才有了今天的成绩，我相信未来一定
更加美好。”

“目前，中心正进行康复训练的

聋儿共有30人。每名有听力障碍的
孩子每月补贴康复费用1600元，每年
康复救助10个月。对于患儿家长来
说，这是非常大的帮助，减轻了他们
的经济负担。”平顶山市阳光聋儿听
力语言康复中心负责人王怀献说，听
障儿童干预、治疗得越早，恢复得越
好，越容易融入社会。多年来，该中
心累计康复听障孩子500余名，有多
人考上中国药科大学、商丘学院、河
南工业大学、郑州师范学院等院校。

戴上助听器世界很精彩

【关键词】残疾儿童康复救助

核心提示：

2022年，我市持续加大残疾儿童康复救助力度，要对不少
于 1261 名 0—14 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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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康
复救助。

记者12月21日从市残联了解到，截至12月20日，我市残疾儿
童康复救助1643人，已完成目标任务的130.29%，基本实现了有需
求的残疾儿童“应救尽救”。残疾儿童康复救助服务实现零拒绝、
全覆盖。

“孩子，来，走几步让阿姨看看。”
12月12日下午，家住叶县的小雅跟着
爸爸来到市残疾人辅助器具服务中
心，准备定制新的矫形机能鞋。在辅
具中心矫形师兰春花的鼓励下，小雅
走了几个来回，步态基本正常。

按要求脱了鞋，小雅把脚踩在铺好
的报纸上。经观察，双足还有轻微外翻
症状。兰春花用卡尺测量后，一双定制
矫形机能鞋的评估参数就得出来了。
小雅十分配合，不到6岁的她已是第5
次接受辅具定制服务了。“矫形器具穿
了 5 年，再加上康复理疗，效果可不
错。”小雅的爸爸深感欣慰。

小雅出生时脑损伤，肌张力低，双
足外翻。3个月大时，父母带着她去医院
进行康复训练。在康复费得到政策补贴
的同时，她又在市残疾人辅助器具服务
中心免费定做了双膝踝足行走矫形器，
辅助站立和行走，并每年更换。两年后，
恢复情况较好，她开始穿更方便的矫形
机能鞋。如今虽然腿部力量欠缺，长
时间行走会累，但她恢复得越来越好，
最喜欢和小伙伴一起玩耍。

来自鲁山的6岁儿童浩浩已连续
4年接受服务。由于出生时脑神经损
伤，他1岁多开始做康复训练，现在走
路步态正常，但还需要穿腿部夜用矫形
器。在矫形器适配室里，他像在家里一

样自在。“孩子已经上小学了，适应得很
好。”浩浩的爸爸孙先生笑着说。

今年两岁的小雪还是第一次来，有
点紧张。她走路呈八字形，父母一直以
为是她习惯不好，没在意。前不久，妈
妈周女士带着小雪去上班，来办事的市
残疾人辅助器具服务中心主任朱代娟发
现孩子足部内旋。周女士大吃一惊，才
知道这是一种病。得知按政策可以每
年免费为孩子定制一次矫形器，全家人
带着孩子来到市残疾人辅助器具服务
中心。兰春花为孩子仔细检查后，建议
定制矫形机能鞋。“预计穿机能鞋3个月
后就会出效果。孩子年龄还小，骨骼正
在发育，越早干预矫正，恢复效果越好。”

在市残疾人辅助器具服务中心矫
形器适配室一角，十几双定制矫形鞋
已做好，整齐地码放着，等待小主人领
取。“根据《平顶山市残疾儿童康复救助
制度实施办法》，符合条件的肢体残疾
儿童每年可享受一次矫形辅具适配，
补助标准为每人1200元。”朱代娟说。

随着残疾儿童康复救助工程持续
实施，该中心救助儿童由前些年的每年
四五百例下降到近两年的三四百例，年
龄也越来越小。“这说明残疾发生率在
降低，家长的意识也在提高，发现问题
及早干预。孩子越早干预，恢复得越
快，效果越好。”朱代娟说。

矫正器加训练她能和小朋友玩耍了

2022年
我市持续加大残疾
儿童康复救助力度

截至12月20日

目前

□制图 张梦珠

在市残疾人辅助器具服务中心，矫形器技师兰春花用卡尺为孩子测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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