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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 NEWS

民政部部长陆治原
参加两会“部长通道”集中采访活动

当回答今年民政部将如何

推进健全分层分类的社会救助

体系这项工作时，陆治原说，社

会救助是保障困难群众基本生

活的一项重要制度。习近平总书

记强调，要对困难群众格外关注、

格外关爱、格外关心。去年 10月，
国办转发了民政部等 10个部门
关于建立低收入人口动态监测平

台、做好分层分类社会救助工作

的意见。分层是指把困难群众根

据困难程度分成不同的层次。第

一个层次是低保对象和特困人

员。第二个层次是家庭人均收入

在低保线 1.5倍以下的低保边缘
家庭。第三个层次是刚性支出困

难家庭，就是家庭人均收入低于

当地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又在

医疗、教育等方面有较大支出的

家庭。分类是指对不同层次的对

象分别采取不同的救助政策。对

第一个层次的低保对象和特困

人员，主要是做好最低生活保障

等生活救助和专项救助，对第二

个层次和第三个层次，不享受低

保但是可以享受其他专项救助。

截至目前，全国已经纳入低收入

人口动态监测的有 6600 多万
人。去年享受低保的有 4063万
人，保障特困人员 472万人，740
多万人次得到临时救助。

陆治原表示，下一步，民政

部门将认真落实政府工作报告

要求，健全分层分类的社会救助

体系，主要从以下三个方面推

进：一是要找准救助对象，通过

“大数据+铁脚板”，精准确定救
助对象，做到应保尽保、应救尽

救。二是要推动政策落地落实，

好的政策要把它落实好，好钢要

用在刀刃上，民政部门将联合各

有关部门落细落实各项政策，让

困难群众有实实在在的获得感，

彰显社会主义制度优势，传递党

和政府的温暖。三是要让救助工

作公开透明、公平公正，加大公

示力度，同时持续深入开展社会

救助领域“优亲厚友”、“人情

保”、“关系保”等不正之风整治，

确保兜住底、兜好底、兜准底。

谈到民政部将采取哪些措

施落实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

家战略时，陆治原说，人口老龄

化问题、养老问题涉及到千家万

户，涉及到每个人的利益。习近

平总书记、党中央高度重视，已

经把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上升

为国家战略。截至 2023年底，我
国 60岁及以上老年人达到 2.97
亿，占总人口的比重为 21.1%，65
岁及以上的老年人 2.17亿，占总
人口的比重为 15.4%。我国的人
口老龄化具有老年人口规模巨

大、老龄化进程速度快、应对人

口老龄化任务重三个显著特征。

下一步，民政部将认真履行全国

老龄办的职责，和老龄委成员单

位一道，认真落实积极应对人口

老龄化国家战略，加强制度创

新、政策供给，搞好顶层设计，着

力健全三个体系：一是健全社会

保障体系，解决养老资金来源问

题。二是健全养老服务体系，解

决由谁提供养老服务，提供什么

样的养老服务等问题。三是健全

健康支撑体系，解决老有所医、

老年康养的问题。

陆治原表示，解决好养老问

题是应对人口老龄化的重要任

务，养老服务也是民政部门的重

要职责。下一步，民政部门将持

续健全居家社区机构相协调的

养老服务格局。居家养老方面，

推进家庭适老化改造，建设智慧

型家庭养老床位；提供老年人助

餐，解决老年人的吃饭问题；推

动养老机构上门服务，提供助洁

助医助浴，特别是要建立空巢老

人、孤寡老人探访关爱制度。社

区养老方面，加强城乡社区养老

服务网络建设，特别是要积极发

展社区嵌入式养老服务机构、老

年活动中心、老年食堂等，让老

年人在家门口就能够享受到便

捷的养老服务。机构养老方面，

做好兜底性养老服务，为城市

“三无”老人、农村“五保”老人，

包括一些家庭困难的重度失能

失智老人提供集中养护；大力发

展普惠性养老服务和养老机构；

发挥市场作用，发展银发经济，

鼓励社会资本发展养老服务产

业，以满足多层次、多样化的养

老服务需求。同时，民政部门将

大力推进老年友好型社会建设，

弘扬中华民族孝亲敬老的传统

美德，引导全社会尊重老年人、

关心老年人、帮助老年人，维护

老年人权益，落实老年人各项优

待政策；积极创造条件，让老年

人参与社会、分享社会，在老有

所为中实现老有所乐。

（据民政部官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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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8日上午，民政部部长陆治原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参加两会“部长通道”采访活动，回答了媒体记者

关心的问题。

作为十四届全国人大代表

中唯一一位视障人士，中国残联

副主席、福建省残联兼职副理事

长王永澄在“代表通道”提到一

则好消息，他提出的为残疾学生

提供大字版教材的建议，被立法

机关采纳并写入无障碍环境建

设法。

这一细微变化是融合教育

的具体成果。但在学前教育阶

段，为不同类型的特殊儿童提供

一张入园的“门票”，还是件棘手

的难事。

巩固提高残疾儿童义务教

育水平，加快发展非义务教育阶

段特殊教育，已被写入 2021年
国务院印发的《“十四五”残疾人

保障和发展规划》。今年全国两

会期间，如何为残疾儿童创造更

多非义务教育阶段入学机会，拓

展学段服务、推进融合教育，受

到不少代表委员关注。

保障平等
尽其所能融入“缺失群体”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残联理

事、中国盲人协会主席李庆忠曾

在盲校任教多年，他常年为特殊

教育的发展奔走呼吁。今年，他

把关注点放在视障儿童、多重残

疾儿童的学前教育和早期教育

的权益保障上。

他在调研实践中了解到，包

括盲校在内的大部分学校，没有

开设适合视障儿童或多重残疾

儿童的学前班，“出于安全或其

他考虑，普通幼儿园较难接收视

障儿童入园，即使接收了也较难

达成融合教育的效果”。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残联主

席程凯也建议，大力发展非义务

教育阶段特殊教育，加快向学前

和高中以上阶段两端延伸。他认

为，无论在哪一个阶段，教学主

体都有义务实施更加公平、更加

精细与包容的教育，“像爱护花

朵一样尊重每一个孩子的特性

和潜能，哪怕他们身有残障”。

他表示，教育理应是“有教

无类”的，每一个孩子都会有“特

殊需要”，“一名合格的教师，就

是要把一个个原来的‘不能’，通

过用心动情的有效教育引导，变

成一个个‘可能’。”

新一年开学季，广东东莞的

34 个学前融合教育幼儿园再次
迎来一群特殊的孩子。去年，东

莞市首批 137 名享受免费学前
融合教育的特殊儿童入园，在老

师带领下和普通孩子一起成长。

“我们目前主要招收孤独

症、发育落后、听力障碍、肢体运

动障碍、言语与语言障碍等特殊

儿童，相对来说，视力障碍特别

是全盲儿童的学前教育是有缺

失的。”东莞市残疾人联合会教

育就业部部长陈惠英解释说，一

是视障儿童人数相对少，二是视

障儿童的学习方式以听觉、触觉

为主，这对于幼儿园来说是全新

的领域，缺乏特殊教育人才。

普通幼儿园接收视障儿童

比较困难，为此，李庆忠建议，轻

度视障儿童可优先考虑融合教

育，重度视障儿童则需考虑特殊

教育学校。

李庆忠建议，尽快补足视障

儿童、多重残疾儿童的学前教

育，保障视障儿童的教育机会和

教育质量。“这对他们实现学前

阶段和义务教育阶段的衔接、培

养生活能力和学习能力来说，都

非常有意义。”

教育部等部门出台的《“十

四五”特殊教育发展提升行动计

划》提出，到 2025 年，非义务教
育阶段残疾儿童入学机会明显

增加。该计划除鼓励普通幼儿园

接受残疾儿童随班就读外，还提

出加大特殊教育专业教师配备。

近两年，各地支持符合条件

的儿童福利机构单独设立特教

班、特教幼儿园、特教学校开展

特殊教育。2023年，东莞成为全
国首个实现学前融合教育乡镇

（街）全覆盖城市。

抛弃“标准件”思维
深化“个性化”特教理念

即使东莞的探索已走在前

列，但从实际情况来看，陈惠英

认为，幼儿园推行融合教育体制

在师资和课程方面还存

在问题。首先是融合教

育理念在一线教师中宣传与深

化不足，其次是缺乏特殊教育知

识与教导特殊儿童的能力。

针对办好特殊教育与推进

融合教育，程凯认为：“亟须从课

程和理念两个方面抓紧行动，真

正使融合教育融得进、合得来、

留得下、学得成。”

他认为，师范类学生和所有

教师都应该学习特殊教育和融

合教育的课程和理念。通过学

习，让现在的老师和未来的老师

抛弃“标准件”思维，回归到面对

每个孩子的特殊性，遵循教育具

有长期性和发展性的特点，才能

真正让融合教育融入普通学校

并走实行远。

对此，陈惠英感同身受。她

介绍，东莞市残疾人联合会培育

“学前融合教育推广园”以来，把

建设人才梯队当作重头戏。

按照计划，东莞市残疾人联

合会从市特殊教育学校、康复中

心、特殊幼儿中心等单位选拔 38
名专业背景分别是特殊教育、康

复治疗、心理教育、社会工作、幼

儿教育等专业人员，组

成“学前融合教育督

导团队”。督导团队以“一对一”

方式为招收特殊儿童的融合教

育推广园提供专门指导，督导推

广园制定、落实融合教育实施方

案。同时，面向全市幼儿园大力

开展融合教育人才培训，让幼儿

教师从心理层面、知识层面了解

特殊儿童的需求与行为，提升幼

儿教师特殊教育知识、能力与教

学技巧。

“起初我们也有点困惑和担

忧，老师对融合教育没有全面系

统的认识，也没有落地的实践。”

为了让特殊儿童接受最有效的

教育，学前融合教育推广园、■

联幼儿园园长陈丽芳因材施教

改进了教学方式。这所村办幼儿

园仅设有 5个班，接收了 4名特
殊儿童以“半日托”形式入学。

“我们在日常‘晨间识字’活

动中发现，部分特殊孩子在认读

字方面有着惊人的学习与记忆

能力，发音、吐字特别清晰。其他

小朋友开始懂得去‘欣赏’这些

不一样的朋友。”谈起特殊儿童

的特质，陈丽芳十分感慨与兴

奋，认为这就是“融合”的一次良

好契机。

“给予他们个性化的帮助，

才能更好地帮助他们融入普通

学校的教育”，全国政协委员、

中国残联理事杨洋了解到，不

同类型的残障群体在随班就读

过程中存在不同需求。她举例：

“听障群体对感统训练需求不

大，但需要更多沟通方面的指

导和帮助，尤其是听课时常需

要协助做笔记。”

（据《中国青年报》）

尊重每一个孩子的潜能 融合教育要“向前延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