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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7_96_BE_E4_BA_BA_E5_c25_263861.htm 共分四个问题：一

、我国残疾人事业的历史和现状；二、先进城区的经验；三

、我区残疾人事业的基本情况；四、下一步工作的基本构想

。 一、我国残疾人事业的历史和现状 我国残疾人事业是随着

新中国的诞生和我国经济和社会事业的发展逐步发展起来的

。 残疾人问题，是人类社会的固有问题。中国解放前，残疾

人处于黑暗社会的最底层。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关怀残

疾人的生活，残疾人工作也逐步提到各级政府的议事日程上

来。现在大连市有22万残疾人，全国共有6000万残疾人。涉

及到全国近五分之一的家庭。 建国初期至六十年代中期，是

我国残疾人事业的初创阶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特

别是中国残疾人联合会成立以来，我国残疾人事业随着经济

腾飞而走上了稳健发展的道路。残疾人工作进入了历史上最

好的时期。 中国残疾人事业的发展大致可分为以下两个阶段

： （一）初创阶段（1949~1966） 新中国成立以后，社会稳

定，经济发展，残疾人也由沿街乞讨、流离失所转由政府供

养救济。残疾人和全国人民一样有了政治权利和基本生活权

利。50年代中期，我国的残疾人福利工厂、伤残人福利院、

荣军疗养院、精神病院等相继出现。到1965年，全国盲校、

聋哑学校由解放前的44所增至266所，相当于以前的6倍，在

校生由解放前的2000人增至23000人，增长了10倍。 1953年，

我国政府批准成立了中国盲人福利会。1956年，在毛泽东主

席和周恩来总理的关怀下，成立了中国聋哑人福利会，1960



年5月召开了我国盲人聋哑人第一届代表会议。尔后，至1965

年，全国各地纷纷建起了地方残疾人组织，残疾人工作得到

了广泛的活跃，密切了政府与广大残疾人的联系。但由于“

文革”十年的动乱，使刚刚起步的中国残疾人事业陷入停滞

。 （二）开创新局面阶段（1978年以后） 1978年党的十一届

三中全会以后，国家对推进残疾人事业发展采取了一系列重

大举措。1988年3月中国残疾人联合会成立；1990年12月全国

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保障法》

；1991年国务院批准颁布《中国残疾人事业“八五”计划纲

要》；1993年9月国务院批准成立由34个部委组成的国务院残

疾人工作协调委员会。这一系列重大举措的实施，使中国残

疾人事业由救济安养为主的初创阶段，步入以“平等、参与

”为宗旨，康复、教育、就业、文化体育、福利、环境、法

制建设全面发展的阶段，全国残疾人工作进入历史上从未有

过的最好时期。 近年来，我国残疾人事业得到了国际社会的

关注和充分肯定。中国残联主席邓朴方因其对中国残疾人人

权保障的杰出贡献以及为推动世界残疾人运动发展的不懈努

力荣获“联合国人权奖”。这一国际大奖第一次授予中国人

，也是第一次授予了残疾人。这是我国人权保障事业的一件

大事，也是我国残疾人事业的一件大事。同时也充分表明了

国际社会对残疾人事业的关注与重视。 目前，我国残疾人事

业已步入了继往开来，开创新世纪残疾人事业新局面的美好

时期。胡锦涛总书记在深刻阐述残疾人事业的地位和作用时

指出：“残疾人事业是崇高的事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

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并要求各级党委和政府从贯彻“三个

代表”重要思想的高度，重视和支持残疾人事业的发展，将



残疾人事业纳入实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规划。因而，我国

的残疾人事业在新世纪之初，就呈现出良好的发展态势。 二

、先进城区的经验 今年四月我们随大连市政府组团赴东南沿

海地区，实地考察了广州、深圳、厦门和上海等城市的城区

残疾人工作。可供我们借鉴的主要经验： 一是与时俱进的“

人本”理念。这些省市城区的残疾人工作普遍能坚持以满足

残疾人这一特殊群体日益增长的特殊需求为出发点和落脚点

。从各级党委政府到残联组织，都把实现、维护、发展好残

疾人的根本利益作为神圣职责。他们认为残疾人的事办不好

，政府不称其为好政府，领导不称其为好领导，社会也不称

其为一个文明进步的社会。政府的工作使最困难的群体满意

了、高兴了，才是真正的人民代表。 二是切实纳入“主导”

地位。上述一些城市的城区坚持残疾人工作以政府为主导，

切实把残疾人工作纳入到党委、政府工作的大局，统筹安排

，从政策的制定到领导亲自参与，无不体现出“主导”作用

和社会性的齐抓共管。 三是适时有效的财政投入。随着经济

和社会事业的发展，他们不断加大对残疾人事业的财政投入

。厦门市城区为300万元，广州、海口、杭州、温州、深圳市

的城区每年财政批拨残联事业经费都在350万元以上，上海市

的城区分别达600万元。 四是充分利用社会资源。苏州市区残

联在残疾人康复服务方面卓有成效地全方位挖掘和充分利用

社会资源，与区辖所有的普通医院联手设立残疾人康复科，

为残疾人就医实行半价；与精神病医院联手，对精神病患者

实行优惠救治；与儿童医院联手，开设聋儿早期干预、检测

项目和脑瘫儿童康复训练项目等。 三、我区残疾人事业的基

本情况 我区现有9800多名残疾人。2002年，我区被评为辽宁



省社区残疾人工作示范区，被确定为全国开展成年智力残疾

人康复工作“十五”计划试点区。与我市其他区市县相比较

，我区残疾人工作的基本特点： （一）工作机制不断完善，

职能作用进一步增强 区委、区政府对各级残疾人组织建设高

度重视，适时地调整、充实和加强了区、街两级残工委和残

联组织，强化了“代表、服务、管理”职能；社区残疾人协

会作用得到了较好的发挥，不少的服务项目做到了进楼入户

；各类残疾人专门协会组织普遍得到了加强；区、街、委三

级志愿者队伍和结亲帮扶对子等系列服务载体的作用得到了

充分地发挥。 （二）坚持政府为主导，切实将残疾人工作纳

入全区社区建设的总体规划 一是纳入计划，同步实施。区委

、区政府先后制订下发的《关于加强社区建设的意见》、《

关于进一步加强社区建设的实施意见》、《2003年2005年社

区建设发展规划》和《深化社区建设，丰富和完善“西岗模

式”的意见》等文件中都有残疾人工作的具体内容和明确要

求。我区的残疾人工作全部纳入了《西岗区国民经济和社会

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纲要》之中。保证了我区残疾人工作从

规划、目标、任务和步骤上与全区其它社会事业同步协调发

展。 二是加强领导，健全机制。区街两级残工委和社区建设

指导委员会及工作联系点等组织领导机构的建立，残联和社

区残疾人工作任务指标的分类细化、量化、层层分解和工作

目标考核体系等制度的建立都形成了以政府为主导、社区为

依托、有关部门配合、社会各界共同参与的社会化残疾人工

作的运作机制。 （三）重点工作有亮点 一是康复工作。在区

委、区政府的领导下，我们坚持“巩固基础，讲求实效，重

点突破，全面发展”的工作思路，使康复工作基础扎实，服



务成效显著。全区组建了9处残疾人康复机构，建立了47个残

疾人康复服务站点。近两年来得到不同程度地康复服务的残

疾人达10494人次，全区已有500多名白内障患者实施了复明

手术。 二是扶贫帮困工作。区委、区政府一直坚持把残疾人

的扶贫工作纳入全区社会扶贫工程的总体设计、统筹规划之

中。去年以来，我们通过“帮、包、带、扶”等多种方式，

开展内容丰富、形式灵活多样的载体活动，全区共走访慰藉

残疾人家庭6000余户；累计捐送米、面、油和保健用品合计

约70余万元；全区未达到我市最低生活标准的贫困残疾人家

庭全部享受到了最低生活保障线待遇，实现了“零”的突破

。 三是就业工作。我们本着“强化安置、重在上岗、先易后

难、分类开展”的基本思路，保证了我区残疾人就业工作的

动态和静态管理始终保持着稳定的发展态势。近两年，我们

共举办各种职业技能培训班11期，培训各类残疾人600余人次

，召开用工洽谈会41次；全区有劳动能力的残疾人3189人，

已安置动态与静态就业2913人，实现就业率达91.3%。收缴残

疾人就业保障金120万元，这两项指标均处在全市十一个县市

区的前位。 四是“试点区”工作。根据中残联《关于成年智

力残疾人康复训练服务“十五”试点工作方案办法》这一文

件精神，2002年，我区被确定为全国开展成年智力残疾人康

复训练服务“十五”计划的试点区，担负着探索和总结成年

智力残疾人康复训练服务的工作模式、内容和方法、为在全

国广泛展开的成年智力残疾人康复训练服务工作提供经验的

重任。我们按照有“新思路、新突破、新局面、新举措”的

要求，结合实际制定了《西岗区成年智力残疾人康复训练服

务工作实施方案》。此项工作在区委、区政府的领导下，在



区卫生局、区教育局等相关部门及各街道卫生院、所的积极

参与和大力支持下，在全区组建起了残疾人康复训练服务网

络，使工作得到了迅速地开展。其较为成功地工作思路、工

作模式和工作成效得到了省市残联的充分肯定和好评。 存在

的主要问题： 一是积极参与扶残助残的社会氛围还不浓厚。 

二是硬件建设档次不高。 三是区、街、社区三级残疾人工作

机制和社会综合资源的作用还没有得到充分的发挥。 四、下

一步工作的基本构想 一是要继续加大残疾人劳动就业的工作

力度，从根本上解决残疾人的基本生活来源问题。就业是残

疾人生存之本，就业工作是残疾人事业发展的第一要务。借

鉴外地成功经验，我们要尽快地调整工作思路：以创新思维

，拓展残疾人就业渠道，打造“多元化”就业模式；以“务

实”精神，不断完善残疾人就业保障机制，从根本上提高残

疾人生活质量。①积极主动适应企业改制、产业转型的大趋

势，把残疾人就业工作思路由集中和分散按比例的“政策性

”安置，拓展为以市场为导向，全方位、多元化的“适应性

”安置。②针对残疾人整体素质、就业能力与社会用工需求

不相适应的矛盾，把残疾人就业工作的思路由以往的简单劳

动的“维系性”安置，转变为分层次、重技能的“稳定性”

安置。③继续坚持“以安置为主、收缴保障金为辅”的原则

、协调和联合相关部门制订出台“优惠办法”。④协调相关

部门落实中残联和辽宁省政府“关于残疾人就业保障金实行

财政代收”的要求精神，壮大残疾人就业工作的经济实力。 

二是要加大残疾人扶贫解困的工作力度。我区现有很大一部

分比例的残疾人只能靠最低保障金生活。效仿外地经验，对

其住房、就医、子女就学等现实问题要制订特殊救助政策。



同时，要协调和敦促有关部门落实政府对残疾人的相关优抚

政策，动员全社会关爱、救助残疾人。 三是加大投入，推进

无障碍设施和西岗区残疾人综合服务中心的建设。大连是全

国第一批12个创建无障碍设施示范城市之一，从厦门、杭州

等城市的城区投入看，政府对此项工作的力度和决心很大。

综合性地提高城市无障碍设施建设，这是一个城市一个城区

综合文明程度的标志。我区目前大面积地城区改造，正是加

强无障碍设施建设千载难逢的契机，我们要继续注重与管理

部门和建设单位的协调工作关系，推进此项工作在我区的健

康发展。眼下区政府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千方百计为我们调

配了“残疾人综合服务中心”的用房，我们要认真地作好各

项建设工作，使其尽快投入使用。 四是认真落实大连市残联

、民政局、财政局《关于进一步加强社区残疾人组织建设的

实施意见》的文件精神，加强社区残疾人协会的组织建设，

按照“全市每个社区残协中都要配备1名残疾人专职委员”的

要求，认真做好协调、选聘、定位、定职责等相关工作，切

实把最优秀的残疾人选准、聘好、培训好，夯实社区残疾人

工作基矗 总之，我们有信心有决心在区委、区政府的正确领

导下，通过卓有成效的扎实工作，努力推进我区残疾人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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