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完善残疾人社会保障制度和关爱服务体系，促进残疾人事业全面发展”是2023年全国“助残日”主题。助残，就要沉下身子、
倾听心声、了解疾苦，才能帮到点子上，助到心坎上。

就业是最大的民生，为此我区出台就业创业补贴、阳光助残小康计划、助学补贴等系列政策，形成多元化惠残政策保障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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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张大长桌上摆满了长短不一的实心玉竹和各色水
彩颜料，学员们操作电动彩刺笔，将画作转印至玉竹，再
为作品细致晕染上色。这是银川市残联举办的实心竹彩
刺培训班，首期20名学员正在精心打磨作品。

“彩刺虽然有一定难度，但只要上肢、双手灵活即可
操作，若有绘画基础更佳，学会了就是伴随一生的手艺。”
据彩刺老师陶利军介绍，由于彩刺工艺不损伤原皮，且渗
透性强不易褪色，很受市场欢迎，订单多到做不过来，渴
望残疾学员的加入。

为期一周的培训即将结束，陶利军仔细从中挑选好
“苗子”，若双方达成就业意向，即可进公司参加进一步培
训，随后正式接单。

教室外，两名钩针老师在等候洽谈下一个培训合作，
她们手中的小红花也是热卖品。“学有所用，我们为残疾
人选取的培训项目都是有订单、有市场的，学会手艺后，
可以选择进厂或居家的方式，实现灵活就业。”宁夏伟帝
珍品有限责任公司负责人王辉说。

技能培训 多点开花

仰卧翻身、吃饭穿衣……这些对健
全人来说轻而易举的事，对脊髓损伤残
疾人来说却极其困难。

在宁夏残疾人康复中心 4 楼康复
大厅，他们或像幼儿一样学习手部精细
运动，或像健身达人一样卖力“撸铁”，
2023年第二期脊髓损伤残疾人能力重
建训练班正在进行中，本期 19 名脊髓
损伤残疾人通过电动式站床训练、精细
运动训练、核心力量训练等逐步掌握生
活自理能力。

对轮椅“小白”来说，一道门槛、

一条缝隙或许都是难以跨越的鸿
沟，通过向老师学习、与伤友切磋，
他们解锁了轮椅使用的“新姿势”。
脊髓损伤者刘小晶没想到，她自以
为熟悉的轮椅竟暗含了这么多“隐
藏技巧”。

“能在一定程度上脱离家属的守
护，大大增强了我独立生活、回归社会
的自信心。”刘小晶感恩惠残项目让自
己变得“完整”，她希望自己做一粒“金
种子”，结业后“开枝散叶”，将所见所学
传授给更多伤友。

精神障碍患者（右）在宁夏社会福利院轻松的环境下自由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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抚琴的女士身上挂满花瓣，陶醉的
食客仰头品尝拉面，浴缸里沉睡的死者
寓意重生……这些栩栩如生的泥塑创
作者是一群特殊的群体——宁夏社会
福利院内的精神障碍患者。

这些作品均由未经训练的精神障
碍患者在不刻意构思、无意识条件下的
即兴创作，是人类精神世界的自然流
露。据宁夏社会福利院美术指导教师
海军宁介绍，与绘画相仿，泥塑属于“原
生艺术”的另一种表达形式，它的本质

也是一种自然治疗，正如心理学家荣格
所说：表达即疗愈。

“每个人都有潜力，与‘泥’相约让
我的潜力变能力，我在家里一个人绝对
做不出这些。”见到有人观摩他的泥塑，
患者小泽滔滔不绝地讲述。

“在‘原生艺术’治疗领域，接下来
将尝试引入装置艺术，总之让每位康复
者找到适合自己的康复方式，在自我理
解中不断赋能，不断成长。”宁夏社会福
利院康复科副科长王秋香说。

“这是由残疾人纯手工组装的‘自强笔’，
一盒 20支售价 40元。”当注意到镜头正在拍摄
自己，二级精神残疾人马小龙卖力地介绍，甚
至因紧张而略显结巴。

吴忠市利通区尚之学残疾人综合服务中
心，12名残疾人围坐在一张长桌前，将散装笔
码齐，装进写有“残疾人自强笔，谱写幸福人
生”的纸盒里。

“组装笔是中心承接的利通区辅助性就业
项目之一，14人负责包装销售，还有 24人属居
家组，负责将零件组装成笔。”利通区盲人协会
主席、中心负责人马东介绍。

马小龙是销售组组长，“两三人一组去附
近商场、店面卖笔，别走远了，安全第一。”出发

前，他向队员们嘱咐。马小龙销售“自强笔”已
有 10个月，此时他大方与人交流，学会为他人
考虑，在此之前，他还和多数重度残疾人一样，
不会使用手机、不认识现金，由于长期处于自
我封闭状态，导致与现代生活脱轨。

“牛金林，40支，80元，已领。”中心档案室
里有一本账，上面详细记录着销售组每名残疾
人的工资流水。“工资日结，业绩多少是其次，
关键是一种无形的精神力量，鼓励残疾人走出
家门，迈开腿才能办成事。”马东说。

“将笔卖出去，会不会有成就感？”当记者
问出这一问题时，在场12人纷纷点头。

“没想到我还能干成这件事呢，既然如此，
我或许还能干更多事。”马波说道。“我不仅为

自己‘战斗’，我多卖出去一盒，他们就有活
干。”辛佳铭抢答。

辛佳铭口中的“他们”是居家组的重度残
疾人，这一群体的就业最为困难，组装笔是为
他们量身定制的就业之路。

“有人上门送零件、取成品，这等好差事，
我必须接受。”残疾人马海江独居在家，因风湿
导致肢体二级残疾已 17 年无法出门，他用微
微抖动的手盖上笔帽，放入 500支组装好的中
性笔中。

“就业是最大的康复，有活干就有寄托。”
利通区残联副理事长绽红花说。据了解，目前
利通区共有三家残疾人辅助性就业机构，帮助
60名重度残疾人实现就业。

5月 18日，集善乐业残疾人网络就
业银川基地的培训室内，肢体残疾人
刘嘉升正在参加入职考试，成绩合格
后方可留基地工作。

刘嘉升是银川能源学院的应届毕
业生，今春起参加过自治区残联举办
的“春风行动”等多场招聘会，他希望
能找到有助于技能进一步提升的岗
位。学习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专业
毕业的他，很受计算机类工种欢迎，求
职当天就收到了应聘方热情邀约。

与刘嘉升一同入职的有 50 人，经

过一个月培训与淘汰，目前有 14 名学
员正在进行最后一轮考核。“通过后我
就能进入隔壁的就业室了，为京东、阿
里巴巴等电商平台做数据标注。这边
的工作环境好，吃住方便，无障碍设施
齐全。”刘嘉升说。

据集善乐业残疾人网络就业银川
基地辅导员梁静介绍，除数据标注外，
基地还提供线上客服、话务等岗位，可
以根据残疾程度选择到公司上班或者
居家就业，目前银川基地共有 30 名残
疾人在岗。

为残疾人撑起一片晴空
本报记者 白 茹 实习生 郑朝辉 文/图

特殊的“撸铁”人 组装“自强笔”走出自强路

实心竹彩刺培训班上，老师（右）点拨学员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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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忠市利通区尚之学残疾人综合服务中心，残疾人在包装“自强笔”。

春风行动
灵活就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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