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40年风雨同舟、40年砥砺奋进，
在市委、市政府的坚强领导下，40年来
我市残疾人事业获得大跨步发展。
1989年4月，珠海市残疾人联合会经
市政府批准成立；1995年，成为代表残
疾人共同利益、维护残疾人合法权益，
团结教育残疾人、为残疾人服务，管理
和发展残疾人事业的职能部门。自
此，我市残疾人事业发展进入快车道。

在市残联领导下，我市残疾人基
本生活保障、康复、教育、就业、文体生
活等各项工作取得扎实进展，全面推
进残疾人小康进程取得积极成效。

“市残联成立之初，我们租了一个
住宅开展工作，现在我们有两栋残疾人
服务大楼来开展各项服务。当时还没
有专门针对残疾人的保障政策，主要是
开展小儿麻痹症等三项残疾人康复工
作，现在市区两级残联都在为残疾人提

供服务，工作范围涵盖残疾人教育、就
业、康复、托养与生活保障、文体等全生
涯、全方位的保障和服务。保障体系越
来越完善，残疾人参与社会的融合程度
也好很多，可以平等享受受教育与就业
权利，为珠海发展贡献才智和力量。”市
残联副理事长孙吉亚说。

在保障残疾人基本生活上，市残
联落实重度残疾人寄宿制托养服务，
对残疾人从幼儿到高等教育的全过程
给予生活补贴，配合民政部门审核发
放残疾人生活津贴和重度残疾人护理
补贴（简称“两项补贴”）。2016年至今
年6月底，共审核发放残疾人“两项补
贴”28848.59 万元，惠及 20173 人。
2020年起，凡持证残疾人最高可享受
每月235元的生活津贴，重度残疾人还
可享受每月235元的护理补贴，共发放
教育生活补贴316.85万元，惠及1522

人。此外，2018年，市残联启动意外伤
害保险项目，由市财政出资为全市户
籍残疾人每人每年购买一份100元的
意外伤害保险，2019年共投入190.73
万元为全市户籍残疾人购买意外伤害
保险。市残联还加大农村贫困残疾人
服务力度，2019年投入442.4万元支
持农村贫困残疾人实施危房改造和家
庭无障碍改造。

在残疾人精准康复行动上，2016
年1月6日，珠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印
发《珠海市残疾人医疗保障及康复救
助实施方案（试行）》，方案实现户籍精
神、智力残疾人参加医保补贴全覆
盖。此外，市残联还规范残疾人专门
协会的建设，建立健全残疾人专职委
员网络，覆盖全市镇（街）村的残疾人
专职委员队伍，打通服务残疾人“最后
一公里”。

在残疾人接受教育上，2016年 9
月1日起实施《珠海市残疾人教育生活
补助实施方案》，实现对残疾学生和残
疾家庭子女各教育阶段生活补助的全
覆盖和补助水平大提标的“双突破”。
市残联还投资近5000万元建设我市
首所公办特殊教育康复幼儿园，进一
步改善我市特殊儿童受教育条件。

在支持残疾人就业创业上，市残
联执行残疾人就业创业补贴实施办
法，并争取市人社局将残疾人纳入就
业困难人员援助范围。此外，市残联
还积极探索康园中心“三位一体”服务
模式、深入开展残疾人文化节等活动，
广泛开展残疾人事务交流合作，积极
推动珠港澳三地在残疾人康复、教育、
就业、文体等方面的交流合作，学习借
鉴港澳先进理念，努力打造粤港澳大
湾区残疾人服务创新合作示范窗口。

维护残疾人合法权益

共建共享社会发展成果 残疾人事业发展进入快车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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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起，珠海市率先实施全覆
盖的残疾人生活津贴制度；

2016年，珠海市出台《珠海市残疾
人医疗保障及康复救助实施方案（试
行）》和《珠海市残疾人教育生活补助实
施方案》；

2017年，制定出台《珠海市残疾人
就业创业补贴实施办法》；

2018年，重度残疾人集中托养服
务实现“提标扩面”；

2020年3月，珠海市建成全市首
所特殊教育幼儿园……

2020年8月26日是珠海经济特
区建立40周年的日子，伴随着特区发
展的脚步，珠海市残疾人事业也逐步壮
大完善起来。

近年来，珠海市残疾人权益保障制
度不断健全，残疾人服务体系不断完
善，残疾人收入水平稳步提高，残疾人
就业比例稳步提升……“敢闯敢试、敢
为人先”的特区精神也融入到我市残疾
人工作者的血液当中，他们开新局、谱
新篇，让改革发展成果更广泛、更公平、
更实在地惠及广大残疾人，让残疾人病
有所医、学有所用、业有所成，让残疾人
生活得更幸福、更有尊严。

2020年是全面建成
小康社会和“十三五规
划”的收官之年，“全面建
成小康社会，一个也不能
少”的要求对于从事残疾
人事业工作者来说是一
盏引路明灯，引导他们不
断思考如何做大做细残
疾人工作，带领残疾人群
体共同奔小康。

新机遇呼唤新作为，
珠海各级残联以粤港澳
大湾区建设为契机，主动
把残疾人工作融入粤港
澳大湾区建设大局之中。
充分利用珠海区位优势，
通过与港澳及粤港澳大湾
区其他城市深入合作交
流，积极推动多方交流合
作，推动珠海残疾人服务
实现“四个提升”，为残疾人
事业发展寻求更广阔平
台。

据统计，珠海残联各
级部门先后引进港澳人
才 544 人次，举办培训
20次，完成了由港澳人
才指导参与的残疾人服
务项目21个。

“粤港澳大湾区是一
个重要的综合合作平台，
促进湾区各城市间要素
更自由流动是湾区建设
的一个重要内涵。香港、
澳门在残疾人服务上有
着可供我们借鉴学习的
经验。市残联通过购买

服务的方式，积极引进港
澳的优质资源，大大提升
了珠海对残疾人的服务
能力。”市残联党组书记、
理事长梁壮说。

以自闭症儿童融合
教育为例，近年来，珠海逐
渐推广自闭症儿童融合教
育，让自闭症儿童与其他
正常儿童一起接受教育，
但实际操作中存在一定困
难。金湾区残联通过购买
服务的形式引进了香港自
闭症儿童专家，对自闭症
儿童家长、社工机构服务
人员等进行培训。通过培
训，极大提升了学校、家长
对自闭症儿童的服务能
力，改善了自闭症儿童接
受教育的环境。

此外，市残联还在服
务残疾人理念、服务发展
水平、湾区宣传合作提升
社会助残意识方面下足
了功夫，为残疾人事业发
展寻找更广阔的平台，坚
持将“引进来”与“走出
去”相结合，打造残疾人
服务创新示范窗口。

潮平岸阔催人进，风
起扬帆正当时。站在珠
海经济特区建立40周年
的新起点上，珠海市残疾
人事业也必将取得新一
轮发展，为珠海经济特区

“二次创业”加快发展贡
献积极力量。

“四个提升”深化粤港澳合作

推动残疾人事业
向纵深发展

就业是民生之本，也是“六稳”“六
保”的重中之重，对于残疾人群体来
说，就业不仅可以让他们自食其力，也
是他们平等参与社会生活的重要途径
之一。

市残联全面加强“按比例安排残
疾人就业”的执行力度，印发《珠海市
残疾人就业年审工作管理规范》，严格
做好按比例安排残疾人就业年审工
作。2012年至2019年，珠海市按比例
安排残疾人数由2137人增加到6700
人，按比例安排残疾人的用人单位达
1068家。七年时间里，按比例就业的
残疾人人数增加了3倍，残疾人就业呈

现出前所未有的良好态势。
为方便残疾人群体，市残联建立

健全残疾人“线上线下”就业服务平
台，努力为残疾人和用人单位提供全
面、便捷、精准的就业服务，充分利用
就业服务大厅、“广东省残疾人综合服
务平台”等渠道为残疾人和用人单位
提供全方位就业服务。

此外，市残联针对岗前和在岗需
求，加强残疾人技能培训，提高其市场
竞争能力，通过开展上门服务和雇主
培训，为安置残疾人较多的用人单位
提供零距离服务。

康园中心建设也是我市各级残联

推动残疾人就业的重要途径，目前全市
已投入运营康园中心30个，投入资金
215万元，支持561位精神、智力、重度
肢体等方面残疾人实现辅助性就业。

2010年，珠海市积极响应省残联
关于推动建设残疾人康园中心的建设
工作。早期的残疾人康园中心以照料
为主，兼做简单的来料加工等生产工
作。目前，珠海各级残联正积极打造

“康复服务、日间照料、辅助性就业”三
位一体的残疾人康园中心，并将“康园
网络建设”模式往村(社区）延伸，探索

“职业康复+辅助性就业”服务模式，通
过承接项目的形式，开创残联搭台、企

业支持、社工跟进、残疾人积极参与的
特色创业和就业模式，为残疾人提供
辅助性就业及职业培训指导。

广东省劳动模范、优秀残疾人余
玉华下岗失业后，在珠海市、香洲区残
联的安排下参与就业培训，如今她不
仅改善了自身生活，还带动其他残疾
人就业。

“一路走来，珠海市各级残联为我
提供了很多实实在在的帮助，我也要
尽自己所能回报社会，希望能通过更
加便捷的途径，把我的手工艺和服装
技能传承下去，带动更多弱势群体人
员就业。”余玉华说。

提供全方位就业服务

大力推动残疾人就业 促进残疾人平等参与社会生活

近年来，在市残联带领下，我市残
疾人康复服务日益丰富，推动精准康
复服务实施。目前，我市将三、四级精
神和智力残疾人参加医疗保险个人缴
费部分增加纳入财政全额资助范围，
对6类情形下的康复资助放宽了经济
困难限制条件，降低了资助门槛，为残
疾人提供康复服务和救助的项目增加
到37个，较全省康复救助项目多16
个，位居全省前列。

此外，珠海各级残联大幅提高残疾
人康复救助标准，残疾人康复治疗支出
负担明显减轻，康复服务资源日益丰
富。大力开展重点康复项目，“十三五”
期间，近万人次残疾人享受到康复救助
和服务，救助金额达 1492.52 万元。

2019年全市精准康复服务率达到98%。
2016年，我市出台《珠海市残疾

人医疗保障及康复救助实施方案
（试行）》，率先在全省将残疾儿童康
复训练的标准从每年1.2万元提高到
每年 2.4 万元，残疾儿童康复训练、
重度肢体残疾人居家康复服务等多
项补贴标准增幅达 1至 1.4 倍，残疾
人配置基本型辅助器具等 6类情形
申请康复救助放宽了经济困难限
制，残疾人医疗保障和康复救助水
平明显提高。

同时，推动自闭症儿童康复训练
门诊报销政策落地，将自闭症儿童门
诊康复训练纳入我市社保病种管理。
自闭症儿童在社保定点医疗机构进行

康复训练，可享受医保每人每年6000
元的门诊报销费用。

今年3月，珠海市特殊儿童康复中
心大楼建成，加挂珠海市特殊教育康
复幼儿园牌子，这是珠海市首所特殊
教育幼儿园，目前已投入使用。

“珠海市特殊教育康复幼儿园的
建成，极大提升和改善了我市0至6岁
学龄前特殊儿童抢救性康复教育的水
平和环境，为特殊儿童成长创造了良
好的条件。”珠海市特殊教育康复幼儿
园负责人刘煜说。

此外，市残联还积极引导规范民
办康复机构发展。截至2019年底，市
级评定残疾人康复救助定点机构16
家。并出台精神残疾人社区康复工作

指导意见，制定精神综合服务中心、社
区康复中心建设标准，该项工作被珠
海市综治办列为2017年全市社会治
理创新项目，“十三五”期间共为1002
人次精神残疾人提供住院治疗补贴，
为3780多名精神残疾人提供免费服
药服务。

在残疾人家庭关怀上，市残联积极
拓展家属支援服务内容。成立残疾人
家属资源中心，开办残疾人心灵驿站，
满足残疾人家属多元化、个性化的服务
需求。“十三五”期间，共举办各类家属
资源服务179期（次），参加活动的残疾
人家属受益人达14385人次，为残疾人
及其家属提供团体心理辅导和个性化
心理咨询疏导服务受益人达1754人。

推动精准康复服务实施

硬件设施建设取得新进展 康复资源日益丰富

市残联积极融入粤港澳大湾区建设 为残疾人事业发展搭建平台

带领残疾人共同奔小康

残疾人在工厂工作。

专业社工与自闭症儿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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