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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力、言语、肢体、智力残疾儿童

和孤独症儿童康复训练平均补

助标准为 1.6 万元/人/年，有结

余救助资金的部分县（市、区）将

补贴标准提高至2 万元。

视力残疾儿童进行视觉康复训练

平均补助标准5000元/人/年。

接受门诊康复的残疾儿童参照
执行。

2023年

我市残疾儿童康复救助

2754人

完成目标任务的

183%

残疾儿童康复救助定点机构

达到47 家

手术、辅助器具适配、

康复训练均有补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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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残疾
儿童康复工作，连续多年将残疾儿
童康复救助列为我市重点民生实
事。”王红杰表示。残疾儿童康复
救助是一项抢救性工程，市残联多
措并举，努力提升康复服务水平，
着力实现残疾儿童“人人享有康复
服务”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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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14 岁视力、听力、言语、肢
体、智力等残疾儿童和孤独症儿
童，在手术、辅助器具适配、康复

训练等方面可获相应补助；肢体
残疾矫治手术年龄放宽到 16 岁。
残疾儿童康复平均补助标准为 1.6
万元/人/年，有结余救助资金的
县（市、区）将补贴标准提高至 2
万元；接受门诊康复的残疾儿童
参照执行。

为了让残疾儿童获得更便利
的服务，下放定点康复机构认定权
限至各县（市、区）。目前，全市已
有 47 家康复救助定点机构，共设
86个康复项目；全市范围内县（市、
区）残联均可受理残疾儿童康复救

助申请。
为了让残疾儿童康复之路更

顺畅，市残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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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便残疾儿童
家庭申请异地康复和救助，为残
疾儿童应救尽救提供政策保障。
去年，文件重新修订，再次减少了
结算资料要求，简化表格填写，提
升了残疾儿童康复救助精细化服
务水平，打通残疾儿童康复救助
的“最后一米”。

在社会各界关爱下，鹰城残疾儿
童努力地向阳生长。作为民生实事之
一 ，2023 年 我 市 对 2754 名 视 力 、听
力、言语、肢体、智力等残疾儿童和
孤独症儿童实施康复救助，是目标
任务的 183%。基本实现有需求的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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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根据需求
随时审批。

打通残疾儿童康复救助“最后一米”

“甜甜圈吃进嘴巴里，会发生什么？来
看看它在肚子里的奇妙旅行……”1月3日上
午，在位于市残疾人康复服务综合楼的市残
疾人康复教育中心语训室里，芽芽班十来名
听力障碍的孩子在上课。看着老师展示的
人体内脏结构简笔画，想到刚刚吃的鸡蛋，
孩子们格外好奇。

不到4岁的扬扬（化名）单耳佩戴耳蜗，
另一只耳朵佩戴助听器。他在这里康复训
练一年多了，刚来时不会说话，到处乱跑。
他现在能清晰地说出“妈妈，吃饭”，扬扬的
妈妈李女士激动地说“进步特别大”。目前，
70余名听力、智力残疾儿童及孤独症儿童在
这里接受康复救助。

“我市是国家0—3岁残疾儿童早期干
预试点项目城市之一。越早介入，康复效果
越好。”市残联康复部负责人王红杰表示，经
过综合评估，扬扬被列为残疾儿童早期干预
试点项目的救助对象。去年全市共有40名
孩子接受该项服务。

扬扬出生时未通过听力筛查，家长以为
长大就正常了。扬扬两岁还不会说话，被查
出双耳分别为极重度、中重度听力损失。家
人为他买了助听器，但效果不好。一年后单
耳植入人工耳蜗，扬扬的听力明显提升。“以
前只会哇哇乱叫，我听不懂。”李女士说，植
入耳蜗后他能应答了，会用单字表达想法，
偶尔还能说两三个字。

湛河区柳女士的儿子今年3岁，中重度听
力损失，目前佩戴助听器。一年前到此进行
亲子训练、集体综合训练、个性化训练……两
个月明显看到进步。两岁半时，孩子已能说
出完整的长句子，语言能力慢慢和其他同龄
孩子同步，能通顺地念出很长的儿歌。

柳女士说，孩子加入试点项目之后，在
该中心建立健康档案；每月有家长课堂普及
康复知识，为孩子和家长免费提供心理疏
导；该中心老师还利用休息时间来家里为孩
子布置学习角，送来学习用品，并制订相应
的家庭康复训练计划；寒暑假入户授课，指
导规范家庭康复。在该中心进行康复训练
时，孩子们的康复费用和餐费全免。

市残疾人康复教育中心主任李东利说，
每3个月或半年会对孩子们进行综合评估，
确定下一阶段的康复计划。每个月他们会
请专门的机构对孩子们的助听器免费清洗
保养。“发现孩子听力有问题，一定要尽早干
预。”李东利说。元旦前已有10来个孩子顺
利从该中心“毕业”，进入普通幼儿园就读。

1 月 3 日下午，市中医医
院儿童康复科病房里，主治医
生舒丽华很忙。不断有患者
家属因为各种事情前来咨询：
康复情况、注意事项、报销问
题……

市中医医院儿童康复科于
2012年成为市残联定点康复医
疗机构，在这里康复训练的儿
童可以享受多项利好政策。目
前，有近百名肢体、智力残疾儿
童和孤独症儿童在这里接受康
复治疗，其中年龄最小的几个
月，最大的9岁多。

OT 训练室里，5 岁的朵朵
（化名）正在治疗师指导下进
行“逻辑狗”训练，提升观察、
逻辑思考、手眼协同等多项能
力。

朵朵患有孤独症且精神
发育迟缓，刚来时不与人对
视，不执行指令，完全没有语
言能力。康复训练一年多，妈
妈很欣慰，“以前她听不懂我
们说话，现在不仅能听懂，还
能表达自己的想法，进步很
大”。

朵朵的妈妈全天候陪着女
儿住院进行康复训练，仅靠
爸爸一人挣钱养家。在市中

医医院，朵朵的康复费用由
医保报销一部分、市残联补贴
一部分，家里仅需负担约五分
之一。

低保家庭享受多项政策
后，个人负担的费用几乎为零。
考虑到他们的实际困难，科室每
天中午为低保家庭孩子提供免
费营养午餐，在力所能及的范围
内为他们做一点事情。

舒丽华说，排除一些重度
遗传代谢疾病或者基因病，大
部分精神发育迟缓患儿在家长
积极配合下康复效果还是比较
理想的。

在该科室，近半精神发育
迟缓的孩子康复训练后接近
健全人水平，正常入托入园。

“对于因遗传代谢或基因病引
起的智力落后，侧重于对孩子
基础生活自理能力的培训以
及问题行为的规范干预。”舒
丽华说。

去年，市中医医院对140多
名儿童实施了康复救助。“如今
多数家长残疾预防意识普遍
增强，注重早期筛查结果。如
果能早期发现问题并提前干
预，对孩子康复会很有利。”舒
丽华说。

康复训练，孩子一直在进步 康复救助，让全家看到希望

应救尽救，康复之路更顺畅

1月3日上午，在市残疾人康复教育中心，听障孩子正在进行康复训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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