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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妙笔生花看丰台

促进残疾人就业促进残疾人就业 保障残疾人权益保障残疾人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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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月 13 日 20：00，北京冬残奥会
闭幕式在国家体育场“鸟巢”隆重
举行，美轮美奂的闭幕式上有个重
要的环节，2 名新当选的国际残疾
人奥林匹克委员会委员向残奥会
志愿者代表献花，当志愿者代表高
高举起手中的花束向观众致意时，
正在观看直播的和义街道职康站
残疾学员们流下了激动的泪水，因
为志愿者花束中的部分丝网花正
是出自他们之手。

说起小小丝网花，那可是丰台
区和义街道职康站残疾学员最拿
手的作品。国色天香的牡丹、典雅
高贵的郁金香、风姿绰约的波斯
菊，他们都能做得惟妙惟肖、栩栩
如生，多次获得残疾人文创作品比
赛的奖项。2008 年，他们的作品被
送到我国台湾地区展示，架起了两
岸残疾人交流的桥梁。这次在北
京市残联的积极推荐下，能被北京
冬残奥组委会选中作为闭幕式礼
仪用花，不仅是丝网花制作精美，

更重要的是这
些花朵表达了
残疾人积极融
入社会的心愿，
承载着首都残

疾人对北京 2022 年冬残奥会的满
满祝福。

为了保质高效完成丝网花制作
任务，残疾学员们全力投入到丝网花

的制作之中。丝网花是用各种颜色
丝网、铁丝、塑料花托、花秆、花叶、花
心等材料，经过绕圈、网丝、组装、造
型四个步骤，精心加工制作而成的一
种手工艺品，先将铁丝圈成花瓣的样
子，罩上各色的丝网，再层层组合起
来制作成一朵朵逼真的丝网花。因
为制作中要用到铁丝和钳子，为了避
免手指受伤，学员都戴上塑料指套，

制作时间一长，手指也被勒出一道红
印。为了制作出造型完美的花朵，和
义街道职康站残疾学员们在老师的
指导下，克服手部操作不灵活的缺
陷，反复调整、反复琢磨，不满意的就
拆了重做。尽管在制作过程遇到了
不少困难，但是没有一个人喊苦说
累，始终一丝不苟、精益求精。此次，
丰台区和义街道职康站共提供郁金
香 8 枝、波斯菊 18 枝、小朵花 15 朵、
双层“大金鱼”6条。

当国际残疾人奥林匹克委员会
委员把融入了残疾人心意的花束
献给志愿者时，也把首都残疾人的
自信、自强、自立精神展示给了全
世界。

职康站残疾学员蒋东利激动地
说：“感谢北京冬残奥组委会、感谢残
联给了我们这次宝贵的机会，感恩我
们美好的新时代。我们的丝网花见
证了北京2022年冬残奥会的美好记
忆，成为了温暖、祥和、永不凋谢的奥
运之花！”

丰台区残疾人的丝网花装点了冬残奥会闭幕式志愿者花束

丰台区残疾人职业康复劳动项目始于 2006 年。
十六年来，全区残疾人职康工作坚持“城乡统筹、布局
合理、功能配套”的原则，采取“政府主导、部门配合、
社会参与、资源整合、发展特色”的工作模式，抓机构
站点建设，抓规范化管理，抓社会化发展，抓人性化服
务，抓公益性保障，不断在探索中发展，帮助残疾人就
近、就便参加职康劳动。

截至目前，26个街镇及四个民非机构共建有31
个职康站，开展各类职业康复劳动项目28个，先后有
4200多名残疾人在职康站参加职康劳动，140余人通
过参加康复劳动实现了就业，每年参加职康劳动的残
疾人稳定在600人以上。根据市政府2018年、2019年
重要民生实事项目工作安排，丰台区先后建成残疾人
帮扶性就业基地26个，示范性就业基地3个，依托职
康站安置“三类残疾人”就业135名。

新时代展现新作为，丰台区职康工作将以“职康建
设抓服务、劳动项目抓效益、服务对象抓转变、文化活
动抓特色、档案资料抓规范、日常管理抓安全”的工作
要求为抓手，抓创新推举措，努力满足更多智力、精神
和重度肢体残疾人的就业需求，培育新的就业增长点，
着力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残疾人一个也不能少的目标
实现作出积极的贡献。

自4月26日北京开展本次疫情防控核酸检测工作以来，丰台区残疾人专职委员有128人参与社区防疫工作，其中残疾人
82名（多重3人、视力11人、听力6人、肢体62人），总计出勤天数1042天。

他们克服家里老人、小孩需要照顾，克服自身身体的不便，早出晚归，过着“早五晚九”的加班生活，奋斗在核酸检测现场、
大数据筛查、后勤保障、封控区服务、密接转运等重要工作岗位上。

我叫赵辉，肢体二级残疾，2010
年通过考试应聘到丰台区残联，担任
专职委员工作，分配到新村街道负责
社区残协工作。通过区残联组织的
几场工作业务培训，使我对于专职委
员的工作有了崭新的认识，残疾人不
止在生活中因残疾造成诸多不便之
外，同时也是更加需要社会关心和帮
助的群体。

我在担任专职委员期间，积极宣传
党和国家对残疾人的优待政策，向残疾
人讲解《保障法》，因为自己也是残疾
人，非常了解残疾人因消息不灵通的原
因，不能够及时知晓和领会国家制定的
残疾人相关政策。因此身为残疾人专
职委员，必须怀着“急残疾人所急”的理

念，第一时间向他们传达优惠政策和
《保障法》，使他们能够感受到党和国
家对残疾人的关怀，使他们对自己的
人生充满信心和希望。

在区残联的正确带领下，在街道
所有工作人员的鼎力支持下，充分发
挥一名残疾人专职委员应尽的义务和
职责。在任职期间我逐一走访社区残
疾人家庭，掌握了残疾人及家庭基本
情况，及时向居委会、街道反映有困难
的残疾人情况，协调各部门解决残疾
人的困难，向社区提出工作建议，切实
照顾好社区残疾人的生活，办好各项
残疾人补贴及审核工作，做好社区残疾
人的生活保障、康复、教育、就业等方面
工作。

我在担任专职委员的同时也担任
了无障碍监督体验员的工作，无障碍
设施不光是残疾人在使用，老人、儿童
及孕妇等都在使用，我们无障碍监督
员要去七小门店、各条马路、各种公共
场所检查无障碍设施，缺失和不合规
设施都要上账整改，整改后我们再去
验收，经过努力我们区完成了所有无
障碍的建设及验收，使残疾人出行更
加方便。

在疫情防控期间我也积极投入到
抗疫轮岗工作中，夜以继日地坚守疫情

防控岗位200余天，其间我利用电话向
每位残疾人了解生活情况，讲解抗疫知
识，发现有困难不能出门买药和看病的
残疾人，及时联系社区工作人员帮助购
药看病，解决了十几户重度残疾家庭
的实际困难。我一有时间就去帮助社
区把守社区大门，查看健康码和发放
抗疫物资。在寒冷的冬天我拄着双拐
站在社区门口执勤，我的内心是非常
温暖的，因为我看见那么多工作人员
及大白们，他们放弃自己的家庭，无私
投入到抗疫工作中，我深深地被感染
着、温暖着。

2022 年冬残奥会在北京举办，我
非常骄傲自豪，我们组建了残疾人的
冰壶队伍，我在队里打三垒，通过努力
训练，在比赛中我们取得了北京市冰
壶第一名及京津冀冰壶比赛第二名的
好成绩。更加值得高兴自豪的是，我
被选入冬残奥会开幕式演员，接到导
演组邀请电话时我无比激动，能在家
门口参加冬残奥会开幕式，向世界展
现我们中国残疾人的精神，是我值得
骄傲一生的一件事。

我希望可以通过努力工作激励残
疾朋友们“自尊、自信、自强、自立”，让
他们积极参与社区活动，为全面建设小
康社会贡献自己的力量。

在普通岗位上闪闪发光
——基层残疾人专职委员抗疫篇

残疾人专职委员是中国残疾人联合会基层残疾人组织（含街镇残联、村居残协或残疾人工作领导小组）所配备的残疾人委员，以协助本级残疾人组织做好关于残疾人方面的工作。
残疾人专职委员的基本职责是：宣传、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国家有关残疾人事业法律法规政策，恪守“人道、廉洁、服务、奉献”的职业道德，密切联系残疾人，详细掌握残疾人基本

情况，代表残疾人利益，反映残疾人需求，维护残疾人合法权益。通过直接、协调或转介等方式做好各项残疾人工作，为残疾人提供及时有效的个性化服务。倡导“自尊、自信、自强、自立”
精神，团结、引领残疾人参与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

做好残疾人工作离不开基层残疾人专职委员的辛苦付出，让我们一起聆听残疾人专职委员的心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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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残疾朋友们传递“自尊、自信、自强、自立”

裴丽

继续为有需求的残疾人及居民服务 做到有求必应

当前新冠疫情防控形势复杂严峻，为更好地发挥
志愿服务在疫情防控工作中的重要作用，我有幸参与
到和义东里第一社区志愿者服务队中。

4 月以来我们不定期向有困难的残疾人提供服
务。社区中有年龄大的老人和行动不便的残疾人无
法到疫苗接种点接种新冠疫苗，我们协助医生为他们
上门接种。疫情严重期间，每天都会有上百条大数据
需要我们核实，必须以最快的速度给居民打电话核实

情况并录入防疫系统。虽然不是社工，但我同样也承
担了包楼包片工作，经过大数据排查，目前已经发现
多名需要居家观察的人员，在隔离期间，需要为他们
送快递、清除垃圾。

除此之外我们还在社区开展的“疫情防控知识宣
讲”志愿服务中，向居民讲解当前疫情防控政策，提醒
居民非必要不出京；讲解如何自我防护，告知居民要
做好个人卫生防护，戴口罩、勤洗手、多通风、少聚集；
动员居民积极参与疫情防控，人人都要成为疫情防控
的“有心人”。

自大规模核酸开始到现在，我已经参与了为期
10轮的大规模核酸检测，为确保“应检尽检、不漏一
人”，我们通过电话、微信群、敲门行动、张贴通知、小
喇叭播报等形式，将宣传送达到每户居民家中。同时
还参与了核酸检测人员信息录入工作，这个工作看似
简单但是责任重大，不能有一点马虎，信息一旦录入
错误就会降低采样检测效率。我们必须穿着防护服，
保持精神高度集中。当脱下防护服后真的是腰酸背
疼，深深体会到了医务人员的辛苦。

疫情期间的工作远远不止于此，在今后的日子里
也不会松懈，继续为有需求的残疾人以及社区居民服
务，做到有求必应。

残疾人专职委员在抗疫一线

本版内容由丰台区残联提供

丰台区第三十二次“全国助残日”倡议书
今年5月15日是第三十二次全国助残

日，活动主题是：促进残疾人就业，保障残
疾人权益。为了将《行动方案》任务目标落
到实处，给残疾人以实实在在的帮助，让残
疾人切身感受到社会大家庭的温暖和关
爱，实现他们的人生价值，区残联特向全区
机关企事业单位、社会各界、爱心企业、爱
心人士及广大市民发出如下倡议：

一是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残
疾人事业的重要论述和指示批示精神，进
一步落实和完善残疾人就业创业的各项
扶持政策，督促用人单位依法安排残疾人
就业，帮助每一个有条件的残疾人实现就
业创业梦想。

二是针对就业困难的残疾人积极开
展残疾人就业服务，完善帮扶机制，提高
服务质量。针对残疾人就业重点群体的
特殊需求，实施就业帮扶，提供个性化扶
持措施。精准开展职业教育和职业技能

培训，提升残疾人的就业能力。
三是充分利用“全国助残日”活动的

契机，积极宣传和动员社会，引导更多用
人单位全面了解掌握残疾人的就业能力
和促进残疾人就业的法规政策，积极安排
残疾人就业，鼓励更多社会力量关心参与
支持帮助残疾人就业工作。

四是当好扶残助残的引领者、维权
者、志愿者、宣传者、关爱者，树立“平等、
参与、共享”的现代文明观念，残健共融，
共建共享，以身作则，维护权益，助力理
解、尊重、关心、帮助残疾人社会文明新风
尚的全面形成。

五是加强宣传推广，多角度、多层
次展示残疾人平等参与社会生活，深入
挖掘、生动宣传自强和助残典型，讲好
丰台区残疾人的故事，弘扬主旋律，传
播正能量，为迎接党的二十大召开营造
良好氛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