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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残联统计数字显示，我市
现有残疾人36万名，占全市总人
口的 7.2%，其中持证残疾人 14.6
万。作为全国残疾人工作示范城
市、全国无障碍建设先进城市，近
年来，我市残疾人社会保障制度
和服务体系不断健全，教育、就
业、康复、托养、精神文化生活和
体育事业等民生保障持续增强，
全社会扶残助残氛围愈加浓厚。

残疾人基本公共服务水平明
显提升。残疾儿童康复连续纳入
政府“民生实事”，2020年以来，我
市7372人次残疾儿童得到康复救
助，基本实现应救尽救；全面推进
融合教育，适龄残疾儿童义务教
育 入 学 率 达 95.5% ，投 入 资 金
536.5万元，资助残疾人家庭学生
1708 人次。近 5 年来，我市为
12.53万人次残疾人提供基本康复
服务，县、乡、村三级基层康复服
务体系让残疾人就近就便享受康
复服务；为 8.47 万人次残疾人提
供辅助器具适配服务。

落实保障措施，改善残疾人
基本民生。我市将符合条件的4.8
万城乡残疾人纳入最低生活保障
范围；实施重度残疾人生活救助制
度。农村贫困残疾人家庭存量危
房改造1382户，改造率100%；贫困
重度残疾人家庭无障碍改造全部
完成。

鹰城残疾人在各行各业默默
努力，风采焕然。近5年来，我市
实名制培训残疾人 2.25 万人，实
现就业创业1.5万人，残疾人职业
技能水平持续提升。

残疾人文体活动同样成绩斐
然，鹰城健儿在各类体育赛事、艺
术比赛中屡获佳绩。残奥会“十
金王”游泳运动员许庆受邀参加
国庆观礼；游泳运动员王金刚摘
得东京残奥会首金；我市残疾人
运动员在全国残运会和河南省残
运会取得优异成绩……

多年来，鹰城残疾人事业不
断发展，社会多方合力，推动残健
共融，让残疾人在享受到社会发
展成果的同时，也明显感受到残
健共融带来的包容和接纳。

□本报记者 李科学/文 禹舸/图

每天下午两点多，38岁的昇远（化名）都会来到康馨花园南出口处的馒头小屋，等待“喜乐之
家”的社工把两箱“喜乐馒头”送过来。馒头送达，他休息一会儿，4点左右开始售卖。

昇远是一名精神障碍患者，来“喜乐之家”之前，他总是双目直视前方，对任何人和事都不关
心。如今，他遇到见过面的人会主动打招呼，脸上也常带着发自内心的笑。昇远的父亲说，不敢相
信孩子能有这样巨大的进步。

向阳路与矿工路交叉口附近的馒头小屋，工作人员正在卖“喜乐馒头”。

2024.1.1
星期一

T10

编
辑

付
文
龙

校
对

侯
娅
楠

去年3月，卫东区以河西
社区为试点，引入专业社工机
构服务运营，全市首家从事精
神障碍社区康复工作的机构

“喜乐之家”在卫东区五一路
街道河西社区正式成立，位置
就在康馨花园小区，昇远渐渐
成为这里的常客。

去年6月，“喜乐之家”创
新摸索出的“简单技能+康
复”形式的庇护性就业实验项
目——“喜乐馒头”工坊开始
在卫东区东工人镇街道东湖
社区运营，昇远成为其中一名
馒头销售者。每天上午，他前
往河西社区“喜乐之家”在社
工帮助下进行康复；下午，他
准时来到馒头小屋“上班”。

很多精神障碍患者害怕

与人接触，或者不懂得如何
与人相处。他们工作时均有
社工全程陪伴。一批精神障
碍患者在辅助制售馒头的过
程中，感受到自己“被需要”，
重系社会纽带，重拾生活信
心。

去年 11 月 16 日，《平顶山
晚报》以两个整版篇幅刊发了
深度报道《“喜乐馒头”的疗愈
之路》，引起强烈反响。有市
民在晚报微信公众号留言，询
问馒头销售地点，想为这个群
体尽一点力。随后，晚报持续
跟进：公布市区“喜乐馒头”销
售地点；市民专程去购买，希
望对他们有所帮助；卫东区政
府决定增设9处“喜乐馒头”销
售点；闲置核酸小屋“为爱变

身”，成为“喜乐馒头”销售点；
寒潮来袭，卫东区民政局为

“喜乐馒头”精神障碍患者购
买军大衣、棉鞋。

目前，河西社区“喜乐之家”
又新上一项庇护性就业实验项
目——手工制作灯笼，将有更多
精神障碍患者参与其中……

2023年，“喜乐馒头”温暖
了鹰城的冬天。晚报对精神
障碍社区康复服务“工作疗
法”新探索持续关注，主动设
置议题，善用融合传播，不断
扩大媒体效应，正能量与大流
量相互促进，推动政府长效帮
扶政策落地，实现良好的社会
效果。平顶山微报、平观新
闻、学习强国等多个平台阅读
量10万+，全网阅读量超百万。

“喜乐馒头”是社会帮助
残疾人重系社会纽带、重拾生
活信心的一次成功尝试。多
年来，全社会努力从基础设
施、政策扶持、情感关怀等方
面逐渐消除残疾人走入社会
的障碍，越来越多的残疾人愿
意并且能走出家门，和健全人
一起生活、学习和工作。

近些年，我市在城市道路、
公共服务场所、公共交通、信息
交流等领域，无障碍环境建设
已取得明显成效，残疾人能更
加便捷地参与社会生活。公共
场所的无障碍设施已是常态；
电影院里第一排设置有残疾人
座位；图书馆设有盲人阅读专
区，除了大量盲文书籍，还配备
盲人听书设备和盲人电脑；手
机、无障碍网页和专为盲人开
发的小程序极大地方便了他们
的生活……

目前，市区新建办公建筑
均设有轮椅坡道、无障碍厕位、
无 障 碍 标 识 等 ，建 设 率 达
100%；大型商场、医院、学校、
体育场馆、文化中心等都有方
便残疾人的人性化设计；火车
站、汽车站等设有无障碍设施
和引导标识；自2018年以来，

市区新建公厕无障碍设施设置
率达100%，已建成公厕也进行
了无障碍改造。

去年9月 1日，《中华人民
共和国无障碍环境建设法》施
行，这是我国首次就无障碍环
境建设制定专门性法律，残疾
人士的权益进一步得到保障。

处处有爱 处处无“碍”

“喜乐馒头”温暖鹰城

“喜乐馒头”折射鹰城大爱

扶残助残 氛围渐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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