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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材施教，提升就业技能

“这台机器人可以帮助残疾人

进行上肢动作模拟、测试康复情

况、定制康复游戏、辅助康复……”

9月 12日，江苏盐城市特殊教育
中等专业学校康复技术专业的吴

老师向学生讲解如何使用上肢康

复训练机器人，一名残疾学生在

老师的指导下进行实践操作。

“学生学习 12个课时后，就能熟
练使用这台机器人，毕业后可在

相关医院工作，用机器帮助病人

进行康复评估和治疗等。”吴老

师说。

盐城市特殊教育中等专业学

校主要从事残疾学生中职教育，

是江苏省唯一一所公办特教中专

，中国残联系统唯一一所地级市创

办的中专校。平面设计、推拿按摩、

服装裁剪缝制、电子商务……这里

开设了很多方便残疾学生就业的

课程，教室里老师在认真讲课，学

生在专注学习。

“学校坚持融合教育和市场

化办学方向，初步形成学历教育

和职业技能培训兼备的多层次

办学格局。”盐城市特殊教育中

等专业学校校长刘静介绍，建校

16年来，学校共招收学生 3604
人，其中残疾学生 2772人，就业
升学率达 96%。

托养服务，“托”起幸福生活

在盐城市残疾人托养中心

就业托管车间，碰焊、打铜扣、剪

脚……几十名残疾人在自己的

岗位上各司其职。

让更多残疾人实现就业，融

入社会，是盐城市残疾人托养中

心创建的初衷。该中心引进江苏

伯乐达照明电器有限公司的氖

灯深加工项目，建立了就业托管

车间，不仅解决了残疾人就业难

的问题，还解决了工厂管理难的

问题。

24 岁的残疾人胡健在自己
的岗位上忙着打铜扣，看到有人

来参观车间，他主动伸手示意问

好。“在托养中心里，不但有周到

细致的生活护理，还有专业的康

复训练，关键是还能工作赚钱。”

胡健说，他现在每个月有 2000
多元的收入，虽然不算太多，但

不仅养活了自己，也让家里多一

份收入。

托养中心还开设了辅助性

就业课、DIY手工课、生活常识、
社交礼仪、康复教育等内容丰富

的课程，帮助残疾人改善生活，

提高就业技能。合格的学员被输

送至企业工作，由辅助性就业逐

步转化为正常就业。

在盐城，托养中心不但持续

为残疾人搭建就业平台，积极举

办更多适合残疾人的职业技能培

训活动，引导、鼓励广大残疾人参

加职业技能培训，还帮助他们拓

宽就业创业渠道，更好地培养自

尊、自信、自立、自强的精神。

政策助力，点亮创业梦想

沪上阿姨鲜果茶“无声的

店”、鎏金岁月美甲沙龙、猫小花

学堂……盐城德爱大厦“创业

金街”里的店铺都是由残疾人

开办的。

“您好，这是沪上阿姨鲜果

茶‘无声的店’，请您扫二维码自

行下单，如有其他需求可以写字

告诉我。谢谢！”走进“无声的

店”，吧台上的语音提示器引导

顾客开启一段“无声之旅”。

店铺的创办者鞠叶是一名

残疾人，他虽然身体不便，但自

强自立、自主创业，2016 年起
加盟沪上阿姨鲜果茶，目前已

拥有 5 家特殊门店和 3 家常规
门店，吸纳 18 名残疾人员工。
“这里沿街店铺原来租金很

贵，盐城市残联出台支持残疾

人创业优惠政策，连续三年免

房租。”鞠叶告诉记者，他的目标

是在盐城开 10家“无声的店”，
帮助更多残疾人学会技能，就业

致富。

“创业金街”只是盐城德爱

大厦的一部分。这里采取“残联

主导+中心引领+残疾人经营”的
模式，定期给入驻的残疾人提供

培训指导，鼓励入驻项目带动、

吸纳更多残疾人就业，同时，为

残疾人提供政策咨询、就业培

训、创业孵化、辅具适配、文化体

育等多元化综合服务。

“目前盐城全市就业年龄段

持证残疾人 8.5万名，已就业 4.8
万名，就业率达 57.25%。”盐城市
残联相关负责人介绍，盐城探索

“互联网+社区、街道+市（县、区）
残疾人就业服务机构”模式，建

成各级贯通、覆盖全市、直达到

村（社区）的残疾人就业管理信

息系统，形成 15分钟残疾人就
业服务圈。

（据中国新闻网）

江苏盐城织密残疾人就业服务网
圆残疾人“就业梦”

在天津市武清区杨村街道

的智慧助老指挥中心，紧急警报

突然响起，助老团队工作人员迅

速赶到老人家门口，帮助摔倒在

地的老人检查身体、联系家人，

并拨打 120陪同就医。
在重庆南岸区，智慧养老服

务中心工作人员在线上巡检时

发现，一户老人家的门磁感应出

现异常，遂第一时间与老人取得

联系……

打造“没有围墙的养老院”，

一幕幕智慧养老画面，托起幸福

的“夕阳红”。

推进智慧养老，是构筑美好

数字生活的题中应有之义，也是

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重要方

面。按照“双十百千”工程部署要

求，民政部依托全国养老服务信

息系统、地方自建养老信息系统

或养老服务综合平台统一标准、

共享数据、整合资源、加强协同、

赋能基层，会同有关部门共同推

动“养老服务+监管+资源调度”、

“医、养、康、护”等业务一体化，

探索实现养老服务供需精准对

接和养老服务行为全流程智慧

监管，支撑基层探索发展社区嵌

入式养老服务，满足老年人就近

就便养老服务需求。

同时，依托全国一体化政务

服务平台、全国养老服务信息系

统等，各地推进基本养老综合服

务信息化建设，深化涉老数据跨

部门、跨地区共享，并以此推动

养老服务供需精准对接，助力老

年人和养老服务机构精准推介、

精准匹配，构建完善养老服务保

障“一张网”。

据民政部养老服务司相关

负责人介绍，养老服务相关工作

充分落实从“人找服务”向“服务

找人”转变———

首先是统一标准和数据安

全管理。制订全国统一的老年人

能力评估标准、部省数据共享交

换规范，以及统一事项和平台功

能等基础标准。

“围绕这一标准，养老服务

司指导有条件的省份或城市，按

照标准建设养老服务综合平台，

并与全国养老服务信息系统对

接联通，实现服务清单数字化、

数据赋能便利化、供需对接精准

化、服务监管智慧化。推动地方

民政部门落实数据安全主体责

任，加强养老服务相关数据采

集、分析、共享和利用等流程中

的安全管理。”负责人表示。

其次，民政部门依托全国养

老服务信息系统、地方自建养老

信息系统或养老服务综合平台，

开展居家和社区基本养老服务、

养老服务机构管理、老年人能力

综合评估、老年人福利补贴发放

等养老服务工作。

“依托民政一体化政务服务

平台，拓展养老服务访问渠道。

加强与公安、人力资源社会保

障、卫生健康等部门业务协同，

按照相关法律法规，推动老年人

相关信息在养老服务领域共享

利用。”负责人介绍。

物联化、互联化、智能化进

一步提升，社会救助和养老服务

能力逐步提高，养老服务机构监

管手段更加丰富。

听民意，解民忧。有效推进

政务服务更加“好办、易办”，民

政部门着力推进促进养老服务

资源供需对接，将百姓愁心事变

成放心事。

养老地图“一键查找”“关怀

版”页面设计方便老人查看……

今年 6月，北京养老服务网正
式上线，汇集了全北京 574 家
备案养老机构、1469 家养老服
务驿站以及 1476 家养老助餐点
的信息，实现了养老服务的“一

网通查”。

通过这一数字化平台，老年

人可以更便捷地找服务、找机

构，经营主体可以更加高效地找

资源、找人才，实现养老服务供

需双方的精准对接。

据了解，民政部门构建了参

与提供养老服务的服务机构、服

务人员基本数据集，探索推出

“养老服务地图”等社会化应用，

促进养老服务资源供需精准对

接。运用数字化、智能化等手段，

重点对特殊困难老年人提供探

访关爱、上门服务和社区日间照

料等养老服务。推动养老产业运

用新技术创新养老服务应用，注

重解决老年人运用智能技术的

“数字鸿沟”问题。

不仅如此，借助互联网、大

数据等条件，民政部门加强养老

服务机构信息联动机制，汇聚养

老服务机构登记、备案、抽查检

查、行政处罚、奖惩情况等信息，

形成养老服务主体登记和行政

监管基本数据集，并按照经营性

质在线公示。推进监管数据共

享，探索开展大数据监管，减少

对监管对象的扰动，并围绕养老

诈骗等行为开展风险预警、联合

监管等。

（据人民网）

积极推进构建基本养老服务保障“一张网”

�为残疾人搭建就业创业舞台，是帮

助他们增加收入、融入社会，实现

人生价值和梦想的重要途径。记者在江苏

盐城采访发现，当地创新性开展“送教式、体

验式、开发式”技能培训，迎合社会需要，开

展数据标注员、摄影技能、抖音电商直播等

各类培训，将低成本、好就业的培训项目送

给残疾人，并让培训和就业“无缝衔接”，更

好地拓展残疾人就业渠道。

”
� � 残疾人在
盐城市残疾人
托养中心就业
托管车间工作

（谷华/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