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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夏“残疾人之家”：

用爱的阳光点亮折翼天使的希望
“残疾人之家”是促进残疾人事业全面发展的重要载体。近年来，

宁夏以提升“残疾人之家”建设服务水平为切入点，坚持完善残疾人关爱
服务体系，切实提升残疾人基本公共服务水平，在政策上铺路，在资金上
投入，各地结合辖区自有资源，打造特色专项服务，实现了“残疾人之家”
从无到有、从有到优的不断升级蜕变。

5月19日是第三十四次全国助残日，记者探访我区几家规范化建设
“残疾人之家”，从改善残疾人生活质量、减轻残疾人家庭负担、实现残疾人
就业梦想等多个维度集成和全面展示宁夏残疾人事业发展成就。

“直播间的家人们，这款产品非常
畅销……”5 月初，在位于银川市西夏
区贺兰山西路街道的芦花苑社区“残
疾人之家”，宁夏西部职业技能培训学
校讲师龚佩佩一行人正在为残疾人开
展为期一周的网络直播技能培训。培
训结束后，宁夏一家企业负责人主动
找到了参加培训的罗娜等残疾人，提
出愿意资助她们进一步学习直播带货
等技能，未来合伙创业。

“刚刚残疾那会儿我一度想放弃
自己的生命，是‘残疾人之家’这个温
暖的大家庭向我伸出援手，点燃生活
的希望！”今年 36 岁的罗娜在 2018 年
因病致残后，和大多数残疾人一样迫
切需要一份在家门口的工作机会。“每
个月看病吃药就得 1万元，生活压力非

常大！”来到西夏区芦花苑社区“残疾
人之家”后，工作人员帮助罗娜解决了
医保报销等问题，同时鼓励她参与到

“残疾人之家”的各个就业项目中，如
剥蒜、折纸盒等。如今罗娜等多名残
疾人更是通过电商培训、学习视频剪
辑等，开始探索新的就业创业渠道。

西夏区芦花苑社区“残疾人之家”
依托西夏区贺兰山西路街道芦花苑社
区服务站建成，主体面积 1000余平方
米，划分为手工工坊、生活休息区等5大
功能区，集生活照料、技能培训、康复训
练等功能于一体，为辖区残疾人提供就
近就便养护、就业、康复等综合服务。

在二楼的多媒体功能室，“芦花向
阳”残疾人合唱队正在这里进行日常
练习，队员们纷纷上台唱歌，展示在

“残疾人之家”获得的温暖力量和积极
向上的精神面貌。“我们残疾人到这里
不仅能工作，而且能找到一些爱好，展
示自己，遇到更多小伙伴，进一步接触
社会，为家庭减轻一定的负担。”残疾
人王刚说。

“这里既是‘上班打卡地’又是‘温
暖大家庭’！”芦花苑社区党支部书记
石涛告诉记者，“我们依托‘以工养残’
模式，开展辅助性就业，通过与爱心企
业对接，为愿意参加工作的残疾人提
供难度小、安全性高的活计，并且定期
开展就业技能指导，让残疾人士掌握
更多的就业技能，增强自信心，更好地
融入社会。未来我们希望更多爱心企
业能参与到扶残助残行动中来，帮助
更多残疾人朋友在家门口实现就业。”

芦花苑社区“残疾人之家”：

上班打卡地是温暖的家
本报记者 杨淑琼

在中卫市沙坡头区柔远镇刘台村
“残疾人之家”，有这样一间特殊的房
间，放置着量身定制的坐式马桶、淋浴
器、洗衣机、床、桌子，安装了可以遥控
的电灯，这就是顾凤玉和顾凤玲两姐
妹的房间。

今年 55 岁的顾凤玉和 53 岁的顾
凤玲都是渐行性肌营养不良患者。十
来岁时，她们相继患上这种十分罕见
的疾病，四肢肌肉全部萎缩，没有力
气，绝大多数时间都只能蹲在地上。
几十年来，她们一直由母亲照顾，由
于家住五楼，只能通过窗户看看外面
的世界。随着母亲年龄增长，照顾她
们也变得力不从心。2021 年 5 月，在
市残联的帮助下，顾氏姐妹来到“残
疾人之家”，在这里开始了新生活。

“每天早上起来洗漱后，工作人员会
打早餐给我们吃，吃过之后我们可以
包香、看电视或看书。有需求的话工

作人员还会辅助我们下楼做康复、晒
太阳，还能跟其他残疾朋友聊天、拉
家常，我们都过得很充实。”妹妹顾凤
玲说。

2021年 5月，中卫市“残疾人之家”
依托康复中心启动，是集日间照料、康
复训练、技能培训、文体康乐、辅助性
就业“五位一体”的综合性服务助残
机构，包含2名培训师、2名服务人员、1名
康复师。截至目前，“残疾人之家”为
34名 18岁至 55岁智力、精神和重度肢
体残疾人提供服务。

顾氏姐妹是第一批入住日间照料
室的，几年来，她们早已将这里当成了
自己的家。姐姐顾凤玉告诉记者：“我
们在这里不仅让妈妈获得‘解放’，还
收获了新的‘家人’，甚至还能靠自己
的双手挣钱，很开心。”

顾氏姐妹说的“挣钱”是中卫市
“残疾人之家”通过与企业协调引进手

工包装香项目，以发放报酬的形式让
就业年龄段残疾人通过培训从事简
单劳动，逐步适应社会生活。在“残
疾人之家”辅助性就业区，薛锐熟练
地拆开散香包装，有序完成了扎捆、
包装等工作。很难想象，他是一名大
脑发育不全的残疾人，曾连生活都难
以自理。薛瑞的母亲拓女士说：“我
的孩子从能够包香后，有了收入，有
了保障，更有了尊严，我作为家长也放
心了。”

“目前，‘残疾人之家’为 30余名就
业年龄段残疾人安排了工作。”中卫市
残疾人康复（就业）中心主任骆霞云
说：“在‘残疾人之家’，我们设立了多
种多样的培训课程，如家政、编织手工
艺、国际通用手语培训等，我们希望让
更多就业年龄段残疾人能通过自己的
劳动挣钱，燃起更多对生活的信心，融
入社会，绽放出生命之花。

中卫市“残疾人之家”：

绽放生命之花
本报见习记者 杨嘉琪

在固原市原州区三营镇“忘忧草·残
疾人之家”，有一对父子每天都会来这
里的日间照料区。父亲马正（化名），
40多岁，多年前因疾病造成肢体残疾，
妻子离开，留下儿子强强。17 岁的强
强智力残疾，又患有癫痫。

“他俩每天在家大眼瞪小眼，父亲
马正非常压抑，得知‘残疾人之家’有日
间照料后，像找到了救星。”5月17日，原
州区残联康复体育部主任马越告诉记
者，此后马正每天将儿子带到“残疾人之
家”日间照料区，让工作人员照料儿子，
自己去辅助性就业区学编织。

想到马正和强强在“残疾人之家”
的日常，马越非常感慨，马正的右侧上
肢不能动，只能用一只手学编织，但他
学得非常认真，他把要编织的作品牢
牢地夹在两腿之间，然后用一只手来

回编织。
另一边，日间照料区的工作人员

在尽心照顾着强强，强强生活完全不
能自理，大小便自己都不知道。工作
人员需要随时看着孩子不要跑丢了，
还要随时提醒孩子上厕所。

马正曾说，在“残疾人之家”能让
他看到积极的能量，哪怕每天大家帮
他照看孩子 2个小时，也是给了他喘息
的机会，是大家解救了他，让他有了全
新的生活。

三营镇“忘忧草·残疾人之家”是
原州区首个将触角延伸到乡镇的“残
疾人之家”，拥有 840平方米的独立空
间，包括儿童康复区、成人康复区、日
间照料区、辅助性就业区、公共服务
区、户外活动区等。

除了日间照料，“残疾人之家”还

为残疾人提供上门代办服务。
40 多岁的马春（化名），肢体二级

残疾，大小便失禁，日常需要穿成人纸
尿裤。“我们为他一个季度适配一次成
人纸尿裤，每次都是我们的工作人员
给他送过去。”马越说，为残疾人补贴
辅助器具，是残联的一项政策，光成人
纸尿裤这一项，每年能为马春（化名）
节省2000多元。

马越介绍，“残疾人之家”还会帮
助残疾人代办一些审批手续，会从三
营至固原往返帮忙给残疾人代取辅具
或代买东西。

“我们的‘残疾人之家’虽然没有能
力为所有残疾人服务，但是只要能精准
服务一个对象，能解决一个家庭或者一
个残疾人的实际困难，我就觉得我们‘残
疾人之家’有存在的意义。”马越说。

原州区三营镇“忘忧草·残疾人之家”：

真 正 的 家
本报见习记者 何婉蓉

“马叔，快递给您拿来了，您最近
还好吧，有什么问题及时和我联系。”5
月 2日，吴忠市利通区上桥镇解放村残
疾人马飞前往定向帮扶的多残人员马
良红家中帮忙处理日常事务。作为尚
之学助残志愿服务分队的队员，为其
他残疾人提供力所能及的志愿服务已
是马飞的日常习惯之一。

“让残疾人去帮扶残疾人，帮扶者
在帮扶过程中会有成就感，被帮扶者面
对和自己一样身患残疾的人不会自卑，
更重要的是尚之学的残疾志愿者，可以
给其他残疾人树立榜样，激励他们乐观

生活，自强奋斗。”谈起成立尚之学

助残志愿服务分队的初衷，利通区盲人
协会主席马东说。

马东介绍，尚之学助残志愿服务
分队依托吴忠市利通区“尚之学残疾
人之家”成立于 2022年，登记注册残疾
志愿者 230人。截至目前，分队先后走
访残疾人家庭 570户，开展各类志愿服
务 1000 余人次，开展志愿服务积分兑
换6场次，兑换各类生活物品120件。

“尚之学‘残疾人之家’创新实施
‘3+N’服务机制，3种模式包括日间照
料、辅助性就业、康复训练服务。N个
创新是指心理疏导、人道主义思想建
设、文化服务、扶残助残志愿服务积分

兑换等内容。”利通区残联副理事长绽
红花说，尚之学残疾人之家充分发挥
扶残助残志愿服务队伍作用，提高残
疾人劳动就业技能，增强残疾人群体
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切实打通服
务残疾人“最后一公里。”

目前，“忘忧草残疾人之家”已为
34 名残疾人提供就业岗位，为利通区
470户残疾人家庭提供日间照料、居家
托养、辅助就业、康复训练等服务。通
过残健共融助力，鼓励残疾人自强不
息，奋发有为，营造理解、尊重、关心、
帮助残疾人的浓厚氛围，让广大残疾
人共享经济社会发展的新成果。

吴忠市“忘忧草残疾人之家”：

助力残疾人自强不息
本报见习记者 贺紫瑞

“太好了！这样热
烈生动的表演让我充
满感动！”

“被残疾人演员们
永不言弃、乐观积极的
精神鼓励了！”

……
“咚——哒哒——

咚——哒”……5 月 17
日，在石嘴山市惠农区
文景广场举办的“全国
助残日”文艺汇演上，
伴着铿锵有力的节奏、
激昂的鼓点，来自大武
口区人民路街道的“忘
忧草·残疾人之家”的

“梦之光”非洲鼓乐团
带来的特色非洲鼓乐
表演，给现场观众带来
了不小的震撼与鼓舞。

据了解，为丰富残
疾人的精神文化生活，
增加残疾人的自信心
和创造力，2018 年，人
民路街道残联从“残疾
人之家”中选出了 30
余名残疾人共同组建
了这支“梦之光”非洲
鼓乐团。今年以来，已
登台演出30余场。

台上一分钟，台下
十年功，一次次演出的成功，是大家共
同努力的成果。人民路街道工人街社
区党委书记、主任倪艳红表示：“‘梦之
光’非洲鼓乐团的成立和演出，让残疾
人清楚认识到，只要通过自己的努力和
积极乐观地面对生活，就能重塑自己，
让自己发光发热。”

赵海平是非洲鼓乐团的团长，因为
一次车祸，导致她肢体残疾。“刚开始连
活下去的勇气都没有，是大武口区残联
和街道干部多次上门，鼓励我走出家
门，到社区参加文体活动。”赵海平渐
渐喜欢上了非洲鼓，“成立乐团不仅可
以丰富我们的业余生活，也给其他人带
去了正能量，展示出我们残疾人自强不
息、积极向上的形象。”赵海平说，“如今，
我们的乐团也吸纳了许多健全人参加，残
健共融，互相鼓励，收获温暖和友谊。”

人民路街道“残疾人之家”位于人
民路街道工人街社区内，依托工人街社
区国家级“残疾人之家”、自治区级“阳
光家园”阵地资源和就业创业资源、文
体活动特色优势，对资源进行整合优
化，为残疾人提供个性化助残服务。

“目前，‘残疾人之家’已引进宁夏
天使文化发展合作社、手工编织协会等
第三方服务机构，开展十字绣香包制
作、古法制香、手工羊脂皂制作、面点制
作等培训，通过有计划地开展培训、签订
订单，成功带动解决了 100余名残疾人
的就业问题；通过‘阳光天使文创集市’，
安置或辐射带动近 40名残疾人及其家
属从事个体经营、文创作品制作销售、
文艺创作展演等。”大武口区残联理事长
杨琰介绍，“政府主要是架好桥梁，寻找到
更多爱心企业，帮助更多残疾人丰富工作
生活，让这些家庭增加收入，真正实现共
同富裕路上‘一个都不能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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芦花苑社区“残疾人之家”开展网络直播技能培训。

“梦之光”非洲鼓乐团上台表演。

三营镇“残疾人之家”工作人员上门为残疾人送轮椅。

三营镇“残疾人之家”开展乒乓球活动。

日常康复训练。

“残疾人之家”开展朗诵活动。

老师指导手工编织工艺的细节。
（本版图片均由受访单位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