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华社 高蕾 邰思聪

5月15日，全国8500万残疾人迎来了属于他

们的重要日子——第三十二次全国助残日。本次

助残日的主题是“促进残疾人就业，保障残疾人权

益”。在这个特殊的日子里，让我们聆听他们的故

事和心声，和他们一起努力，同享生活的温暖和

芬芳。

拓渠道 增门路

“2022－2024年共实现全国城乡新增残疾人就业

100万人。”前不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促进残疾人就

业三年行动方案（2022－2024年）》引发广泛关注。

如何实现这一目标？中国残联相关负责人表示，各地

残联组织要在摸清残疾人就业底数上见行动，在准确掌握

残疾人就业基本数据和情况的前提下，实现残疾人就业服

务精准化精细化。同时，针对部分残疾人文化程度低、就

业能力弱等问题，有针对性地进行残疾人就业能力提升

工作。

在各级残联等部门的推动下，残疾人就业渠道愈发宽

广。打开声卡，点开电脑里的录音软件，38岁的马琼对着

麦克风开始录制有声小说。网络另一端的听众可能很难

想到，这样一位能够演绎不同角色的音频主播其实是一位

坐着轮椅的截瘫患者。

随着互联网和数字经济的发展，许多就业新形态的出

现为残疾人追逐梦想提供了更多机遇和可能，也成为推动

残疾人就业工作的重要发力点。

逐梦之路不只在互联网延伸。为正向激励用人单位

稳定招用残疾人就业，北京采取直接补贴的方式，对用人

单位招用残疾人一年给予6倍月最低工资的岗位补贴。

2021年，全市享受补贴用人单位有9800家，补贴金额达

4.72亿元，惠及残疾人3.76万人。

在成都市锦江区，当地残联设置包括就业意愿评估、

岗位能力评估、心理状态评估在内的就业能力评估系统，

已帮助近30名心智障碍残疾人完成职业生涯规划。

据中国残联统计数据显示，2021年，全国城乡持证残

疾人就业人数已达到881.6万人。

无障碍 广扶助

在北京冬残奥会的赛场上，中国冬残奥运动员不断突

破自我，在金牌榜、奖牌榜居第1位，取得了我国参加冬残

奥会的历史最好成绩。

当冰雪之梦照进现实，残疾人运动员不仅成就了更好

的自己，还带动了全社会对残疾人这一群体的广泛关注。

作为北京冬残奥会举办地，北京开展全市无障碍环境

建设2019—2021年专项行动，累计整治整改点位33.6万

个；张家口为迎接冬残奥会改造盲道358.58千米、缘石坡

道4422处。

在北京冬残奥会带动下，全国无障碍设施覆盖率持续

提升。全国村（社区）综合服务设施中有81%的出入口、

56%的服务柜台、38%的厕所进行了无障碍建设和改造。

此外，视力残疾人等阅读障碍者平等欣赏作品和接受

教育的权利得到了更为有力的保障。2022年5月5日，

《关于为盲人、视力障碍者或其他印刷品阅读障碍者获得

已出版作品提供便利的马拉喀什条约》对我国生效，我国

是该条约第85个缔约方。

“马拉喀什条约对我国生效后，将极大丰富我国阅读

障碍者的精神文化生活，提高其受教育程度。”国家版权局

相关负责人表示。

办好特殊教育，事关保障残疾人平等参与社会的权

利，有利于增加残疾人家庭福祉、促进社会公平正义。

不久前，国务院办公厅转发教育部等部门《“十四五”

特殊教育发展提升行动计划》。行动计划提出，到2025

年，全国适龄残疾儿童义务教育入学率要达到97%，非义

务教育阶段残疾儿童青少年入学机会明显增加。

与此同时，越来越多残疾人通过求学改变命运。

2021年，全国共有特殊教育普通高中在校生11847人，残

疾人中等职业学校在校生17934人。全国有14559名残

疾人被普通高等院校录取，2302名残疾人进入高等特殊

教育学院学习。

兜底线 织密网

“本以为要跑好几趟，没想到这么容易就办好了！”来

自重庆的靳先生是一位残疾人，他们一家已在广东珠海生

活多年，但户口仍在老家。根据以往规定，困难残疾人生

活补贴和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申请，在外地残疾人需返回

户籍地提交申请及相关材料。2021年4月，伴随着残疾人

两项补贴资格认定申请“跨省通办”在全国范围内展开，

2021年9月，靳先生的妻子在珠海市斗门区井岸镇民政办

仅用了10多分钟就为丈夫完成了申请。次月，靳先生就

领到了属于自己的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

靳先生的故事是全国开展残疾人两项补贴资格认定

申请“跨省通办”的一个缩影。截至2022年5月11日，各

地已接收“跨省通办”申请1037例，审核通过538例，有效

缓解了残疾人异地申领补贴面临的“多地跑”“折返跑”等

难点问题。

近日，民政部、中国残联还联合印发通知，从5月15日

起实行残疾人两项补贴“全程网办”。今后，残疾人可全程

在线提交申请、查询、修改补贴证明材料，实现申领补贴

“一次都不跑”和“不见面审核”。残疾人获得感、幸福感得

到进一步提升。

截至2022年4月底，残疾人两项补贴制度已分别惠

及约1200万名困难残疾人、1500多万名重度残疾人。此

外，截至2021年底，残疾人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参

保率超过90%、基本医疗保险参保率超过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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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榧树的大小为何参差不齐？全是野猪惹的祸
宁海多部门协作应对野猪致害

与残疾人同享生活的温暖和芬芳
写在第三十二次全国助残日之际

（上接1版）

为了直观了解野猪的破坏力，在李久久的带领下，记

者来到了张辽村。得知我们的来意，种植户张士钱主动

当起向导。“这一大片山头就是我们家的香榧种植园。”记

者看到，他家香榧树不少，每隔几米就种一棵，不过奇怪

的是，树有大有小，大的枝干有碗口粗，小的还不及半

人高。

张士钱说，他们家从2008年开始种香榧，目前有近

300亩5000棵树，树木大小不一都是野猪给害的，“原来

的香榧树都能挂果了，结果被野猪拱倒了，那些小树苗是

后面栽的……”

俗话说，千年香榧三代果。香榧树生长周期较长，可

野猪偏偏喜欢拱食香榧的树根。一旦树根被拱食，树根皮

层受损，香榧树就逃不过枯死的命运。“去年一年，野猪拱

了我家毛300棵香榧树，损失近20万元。”张士钱说，张辽

村有香榧树1000多亩，其中不少都遭遇过野猪的侵害。

为了赶走野猪，张士钱他们想了很多办法，围栅栏、夜晚巡

逻、野猪驱赶器……可都收效甚微。

无奈的村民就像老吴一样，放置了野猪夹。不过，这

种禁用工具威力大、隐蔽性强，不仅能猎捕野猪，也威胁

着人类和其他野生动物的安全。宁海县检察院分析发

现，过往几年县域内野猪夹伤人比野猪伤人数量多。为

杜绝村民滥买乱放野猪夹的危险行为，今年3月30日，宁

海县检察院联合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保险公司等部门

相关人员和县人大代表进行磋商，达成共识，提出在确保

安全的前提下，发动护林员等专业人士对山区可能放置

野猪夹的位置进行排摸清理，联合工商部门对市场售卖

野猪夹情况进行专项检查，并在重点园区立牌告示提

醒。县自规局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截至目前已清理野

猪夹25个。

多方协作为民解忧

面对打不得又赶不走的野猪，农民很无奈。为了解决

这些烦忧，宁海当地陆续推出多项举措。

2021年，宁海县自规局和当地人保财险公司签订野

生动物肇事责任保险，农户无需付钱，由政府投保、保险

“买单”，保额为500万元。一旦农作物遭到野猪等野生动

物损害，就可获得一定的赔偿。目前，当地已向受损农户

赔偿20余万元，减轻了一部分农户的损失。

此外，在3月30日的磋商会上，县自规局听取各方建议后，初

步决定在县域内组建猎枪队，对野猪进行定点猎捕。为确保猎捕

过程合法规范，检察院决定全程实时跟进监督，在对野猪危害较大

的几个乡镇展开实地调研后，最终一起确定猎捕队试点位置。

本报将继续关注这一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