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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长娥 女，肢体二级，独立创办芦台镇第
一家房屋中介，考取全国经纪人资格证书，在
芦台和汉沽两个区里成为唯一有全国经纪人
资格证书的房产经纪人，荣获天津市“十一五”
残疾人工作“先进个人”。

刘春花 女，视力一级，先后考取初、中
级按摩师证书和初级催乳按摩师证书，创
办刘师傅盲人按摩中心，获得宝坻区 2012
年度十大感动人物、宝坻区第一届青年创
业项目大赛三等奖、2013 年度宝坻区身边
好青年、2013 年度天津真情人物候选人、
2014 年“身边好青年”、2015 年第四届全国
残疾人“自强创业奖”、2017 年宝坻区“最美
家庭”荣誉称号。

杨 辰 男，肢体四级，河东区花语烘焙
工作室创立人，先后考取英式翻糖PME大师
证书、韩国裱花协会SFCA一级证书等多项国
际专业技能认证，为40多名残疾人提供烘焙
技能培训并实现就业。2018 年和 2019 年连
续两次参加国际残疾人日工艺品创作大赛，
并均取得一等奖的好成绩。

王永建 男，肢体二级，天津市长亭假肢公
司职工，专业矫形技师。每年都为上百个患者
提供辅助器具适配服务，并赢得良好赞誉。通
过自身努力奋斗，在长期岗位实践中成长为民
政部干部管理学院实习基地的老师。

叶 飚 男，肢体三级，大港油田集团有限
责任公司员工。熟练掌握 FMIS 财务系统、
EAM资产管理系统、智税系统、E3档案系统等
多个智能化应用程序，是公司财务管理的“红管
家”，为公司合理减税44万元，平均每年为公司
节约资产维护成本20万元，3次获得大港油田
集团公司财务工作先进个人称号。

刘明帅 男，肢体一级，创美信息技术有限
公司软件事业部经理。2017年成立维度科技，
开启自主创业历程。2022年获得天津市第七
届残疾人职业技能大赛一等奖。

李克清 男，肢体三级，高级美发师，天一美
发造型店创办人，2022年获得天津市第七届残
疾人职业技能大赛一等奖。

王肖屹 男，听力二级，天津甜师兄食品有
限公司专业面点师，2014年获得天津市第五届残
疾人职业技能竞赛中式面点二等奖，2015年获
得第五届全国残疾人职业技能竞赛中式面点
优秀技能奖，2016年获得第十七届全国焙烤职
业技能竞赛“安琪酵母杯”全国面包技术比赛北
京赛区优秀奖，2018年获得天津市第六届残疾
人职业技能竞赛西式面点二等奖，2022获得天
津市第七届残疾人职业技能大赛一等奖。

今年5月21日，是第三十三次“全国助残日”，主题为“完善残

疾人社会保障制度和关爱服务体系，促进残疾人事业全面发

展”。日前，记者从市残联获悉，今年以来，市残联扎实推进我市

2023年20项民心工程中的2项惠残项目——

对有需求且具备改造条件的困难残疾人家庭进行无障碍改

造，适配无障碍设施，全年不少于3000户残疾人家庭受益；将本市

0至7岁听力、肢体、智力、多重残疾儿童和孤独症(谱系障碍)儿童

康复训练费用补助标准上限由每人每年2万元提高至2.4万元。

截至目前，均已取得显著进展。其中，无障碍改造项目已落

实了经费、完成了入户调查、制定了改造方案，部分区已开始施

工；提高残疾儿童康复训练补助标准项目，已出台了相关文件，4

月1日起，全市已启用新的补助标准。

据了解，残疾人家庭无障碍改造，即在残疾人家中的厨房、卫

生间、过道等处安装坡道、扶手、闪光门铃等设施，使残疾人借助无

障碍设施可以独立自主完成生活、工作中的一些事情，比如上厕

所、洗澡、外出等。“无障碍改造能够大大补偿残疾人因身体残疾导

致的机能缺失，让残疾人从‘有米难做饭、有水难洗澡、内急难如

厕’到‘生活可自理、出行更方便、家人能放心’，让残疾人真正实现

平等、自理、自尊，生活更有尊严。”市残联相关负责人介绍说。

为了让残疾儿童真正享受到政策红利，市残联也将重点做

好4方面工作：包括加强对定点机构的监督指导，落实制度上墙、

明码标价、协议管理等规定，让家长监督政策执行，发现问题及时

处理；组织专家组对定点康复机构进行抽查评估，督促康复机构

从设施、环境、师资等方面提升条件和水平；加强从业人员规范化

培训，统一服务标准，提高服务能力；鼓励定点机构增加服务内

容，延长服务时间，减免训练费用，真正让康复见效，让家长满意，

让残疾儿童受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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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心单位

今年以来，天津市残疾人福利基

金会共收到来自全市百余家爱心企

业、爱心集体及爱心人士捐款近700

万元，在助学、就医、康复、残疾预防、

就业创业、生活救助、打造无障碍环

境等方面为残疾人排忧解难，提供了

极大帮助。

▲在日前举行的第八届全国残疾人岗位精英职业技能竞赛暨全国残疾人就业
服务机构工作人员职业指导竞赛中，天津市代表团荣获“就业服务

成效奖”“优秀组织奖”等殊荣。图为调饮选手曲若男在比赛现场。

▲

耳部疾病义诊

▲孤独症主题义卖

天津残疾人三项补贴包括冬季取暖补贴、
通讯信息消费补贴、水电燃气补贴。

一、补贴种类：

1.残疾人冬季取暖补贴：发放给年度取暖
期内(以市政府公布日期为准)，享受本市最低
生活保障待遇或低收入救助且有重度残疾人
家庭；享受本市最低生活保障待遇或低收入救
助且有精神、智力三级残疾人家庭；一户多残
家庭(同一《居民户口簿》中有2名及以上残疾
人家庭成员或非同一《居民户口簿》中的夫妻双
残家庭)。同时符合两项补贴条件的残疾人家
庭，按其中一项补贴条件申请，不可重复申请。
每户每年400元。2.视力、听力、言语残疾人通
讯信息消费补贴：发放给视力、听力和言语残疾
人。每人每月30元。3.残疾人水、电、燃气补
贴：发放给享受本市最低生活保障待遇或低收

入救助家庭中的残疾人。按照每年每人24立方
米生活用水、180千瓦时生活用电、24立方米生
活用气(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公布的居民用水、
电、燃气价格：生活用水4.9元/立方米，生活用
电0.49元/千瓦时，生活用燃气2.4元/立方米)标
准，按月核定、按年发放。

二、申请程序：

1.申请方式：由符合申请条件的残疾人本
人或其委托代理人或监护人自愿申请。申请
人可以通过手机APP、网站或微信公众号，输入
姓名和身份证号码后填报申请；可以就近在本市
任一街道(乡、镇)残联提出申请；残疾人水、电、燃
气补贴和视力、听力、言语残疾人通讯信息消费
补贴由残疾人证所在地街道(乡、镇)残联进行初
审，残疾人冬季取暖补贴由残疾人户籍所在地街
道(乡、镇)残联进行初审。2.申请材料：申请人在

提出申请时，只需提供本人居民身份证(或社保
卡、残疾人证)进行身份认定。申请取暖补贴的
还需提供残疾人户口簿原件。3.申请时间：（1）
申请残疾人冬季取暖补贴，每年3月1日至4月
30日申请上年至本年取暖期的补贴资金，逾期不
予受理。（2）申请视力、听力、言语残疾人通讯信
息消费补贴，每年5月1日至6月30日申请上年
度7月至本年度6月补贴资金，逾期不予受理。
（3）申请残疾人水、电、燃气补贴，每年6月1日至
7月31日申请上年度7月至本年度6月补贴资
金，逾期不予受理。

三、补贴发放

1.发放方式。残疾人“三项补贴”资格审
核合格后，采取年度集中统一模式发放，直接存
入申请人提供的有效银行账户。2.发放时间。
不同类别的补贴按照规定时间节点发放。残疾
人冬季取暖补贴每年5月份发放；视力、听力、言
语残疾人通讯信息补贴每年7月份发放；残疾人
水、电、燃气补贴每年8月份发放。

天津残疾人三项补贴申请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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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的
开局之年，也是我市实施“十项行动”的起步之
年。市残联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
神，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天津工作提
出的“三个着力”重要要求和关于残疾人事业重
要指示批示精神，按照中央决策部署、市委工作
要求，坚持以推动残疾人事业高质量发展为主
题，以促进残疾人全面发展和共同富裕为主线，
干实事、抓重点、扬优势、促发展，深入实施《天
津市“十四五”残疾人保障和发展规划》，完善残
疾人社会保障制度和关爱服务体系，努力开创
残疾人事业发展新局面。

聚焦“十项行动”展现残联作为

推动决策部署落实落地

深化“学听跟”活动。组织残疾人工作者在
开展保障救助、关爱服务、走访探视、举办活动、
办理事务、宣教政策、解决难题的过程中，增进
广大残疾人群众及亲属的政治认同、思想认同、
情感认同。

助力京津冀协同发展。通过加强残疾人康
复托养、教育培训、文化体育、专门协会等方面
的交流交往、对接协作，促进三地残疾人事业协
同发展、共建共享。

残疾预防专项提升。推动开展残疾预防知
识普及、出生缺陷和发育障碍致残防控、疾病致
残防控、伤害致残防控、康复服务促进等5大行
动21项举措，助力健康天津建设。

加强孤独症儿童康复服务。协调健全完善
筛查诊治、早期康复、融合教育、社会融合、机构
管理、人才保障等6大体系，使孤独症儿童康复
服务体系更加健全、保障更加完善、供给更加多
元、布局更加合理、服务显著提升。

促进残疾人就业创业。通过推动开展就业
安置、就业帮扶、就业促进、就业提升等十项行动，
保障残疾人就业权利，提升残疾人就业创业能力。

开展残疾人职业技能培训。通过开展就业
技能、岗位技能、创业创新等培训，推动构建供
给充足、载体多元、形式多样、管理规范的残疾
人职业技能培训体系。

推动特殊教育发展。推动落实《天津市“十
四五”特殊教育发展提升行动实施方案》，进一
步健全特殊教育体系，完善保障机制、提升政策
质效、提高教育质量。

提升无障碍环境改善。落实 3000户残疾
人家庭无障碍建设民心工程等工作，推动形成
沟通高效、多方参与、分类施策、监管有力的无
障碍建设工作机制。

发展残疾人文化体育。通过开展残疾人文
艺宣传进机构、进企业、进校园、进社区、进乡
村、进家庭、进网络“七进”服务，加强残疾人文
化体育人才选拔、培养、储备等工作。

推进全面从严治党。通过持续深化学在平
时、干在平时、亮在平时、比在平时“四个平时”督
导，更好激发党员干部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
形成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浓厚氛围。

健全残疾人关爱服务体系

提升残疾人生活品质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对残疾人
格外关心、格外关注，围绕保障残疾人基本民
生、改善残疾人生活品质、促进残疾人全面发展
等方面多次发表重要讲话、作出重要指示。近
年来，在健全残疾人关爱服务体系、提升残疾人
生活品质方面，全市各级残联组织一直在行动。

红桥区将以区内2所养老院为依托，合建2
个残疾人托养服务中心，建筑面积共计7100余
平方米，共设290个床位，为残疾人提供全方位
托养服务。西青区将持续完善残疾人关爱服务
体系，为残疾人量身定制“爱心助残”心理健康
服务行动。静海区在全市成立的首个街镇级助
残基金“大邱庄镇爱心助残解困基金”，在开展
残疾人困难救助及残疾预防工作、残疾儿童帮
扶、突发事件应急救助等多方面提供支持。

南开区在全市率先尝试将残疾人信息无
障碍建设纳入残疾人家庭无障碍设施改造，已
为百余户有需求、符合条件的残疾人开展信息
无障碍家庭改造。河东区聚焦残疾人需求和
提升残疾人宜居舒适度，先后发放及安装的可
视门铃、防走失智能手环、音乐闪光门铃、燃气
泄漏报警器、卫生间及楼道扶手等深受残疾人

欢迎。北辰区今年已为119户困难残疾人家
庭安装可折叠坐便扶手，让残疾人使用卫生
间时更安全、更舒适。津南区对全区低保、
低收入和边缘户困难残疾人家庭进行了摸
底调查，对符合条件的 280 户残疾人家庭购
置无障碍设施。

精准施策强化管理

提高残疾人康复服务水平

康复是残疾人的基本民生需求，是残疾
人事业永恒的主题。市残联持续扎实开展残
疾人精准康复服务，今年以来，共为8478名有
康复需求的持证残疾人和残疾儿童提供基本
康复服务，为 1736 名残疾人适配辅助器具。
目前，康复专业技术人员规范化培训、残疾人
免费体检、早期肢体功能障碍患者康复、白内
障复明手术、高质量假肢装配、成年听力障碍
患者助听器验配、盲人定向行走训练等项目也
在有序开展中。

武清区认真贯彻落实《天津市残疾儿童康
复救助制度实施办法》，加强对定点康复训练机
构的管理、监督和指导，提高定点康复机构服务
水平。宁河区坚持深入残疾人中开展调研，通
过“望、闻、问、切”四步评估，精准开展免费适
配、发放工作。

残疾儿童康复救助更是一项抢救性工程，
事关残疾儿童的希望和未来，今年第一季度，
全市共救助各类残疾儿童3191人。河西区确
定了8家残疾儿童康复服务定点机构，最大限
度保证残疾儿童及时得到医疗手术、康复训练
及辅具适配服务。河北区组织专家组对3家
残疾儿童定点康复机构的康复资质和服务质
量进行审核，确保为孤独症儿童提供优质的康
复训练服务。东丽区将在区内残疾儿童定点
康复机构康复训练的东丽户籍孤独症儿童年
龄逐步扩大至0至14岁。

突出残疾人就业优先

强化残疾人就业创业服务实效

全市各级残联组织将持续实施残疾人就业
支持行动，认真落实《天津市机关、事业单位、国

有企业带头安排残疾人就业的若干措施》和促
进残疾人就业十项行动，开展残疾人就业创业
品牌项目打造活动。

滨海新区连续 4年，新增安置残疾人就
业人数和应届大学生安置人数双项考核指标
位居全市首位。市内首家残疾人辅助性就业
机构——和平区爱众阳光工场，将继续坚持
“1+8+X”服务模式，通过开展残疾人就业评估
与指导、心理疏导、康复训练、职业技能培训、辅
助就业等多种形式，动员志愿者和爱心企业共
同做好助残工作。

宝坻区阳光福乐多助残就业基地，目前已
接纳53名智力残疾人，成立“超有爱”志愿服务
队，开展精准服务。蓟州区着力畅通残疾人就
业渠道，通过推进用人单位按比例安排残疾人
就业政策落实，完成了309家用人单位审核认
定，安置残疾人就业681人。

优化残疾人事业发展环境

维护残疾人合法权益

近年来，全市各级残联组织坚持完善残
疾人权益保障和协同落实机制，加强残疾人
普法宣传和法律服务，畅通残疾人信访维权
渠道，解决残疾人急难愁盼问题，维护残疾人
依法享有康复服务、平等接受教育、劳动就
业、平等参与文化生活、社会保障等权利，保
证残疾人共享社会发展成果。

市残联持续加强与市信访办、南开区等
联系，充分发挥了信访工作“护城河”作用。
延伸服务触角，与市总工会就困难帮扶范围、
资金筹措、工作流程、文件依据等方面的内
容开展交流、讨论，进一步拓宽困难帮扶工
作思路，厚植精准帮扶的理论根基；与天津
市心理卫生协会组成“心理护航志愿服务
团队”，提供“多位一体”的心理咨询，将理
解、尊重、关心、关爱残疾人落到实处，形成
“横向协调、上下联动，点、线、面结合”的信
访协调解决问题机制。今年以来，已妥善
办理各类来电、来信、来访 2940 件，妥善解
决率达100%。

本版撰文 本报记者 孟若冰

聚焦“十项行动”展现残联作为
市残联扎实推进残疾人家庭无障碍改造、提高残疾儿童康复训练补助标准两项民心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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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 娟 肢体一级残疾。她患有先天性脆
骨病，骨质疏松，不能直立走路，面对严酷现实，
她不向命运低头，努力学习绘画，以顽强的毅力
掌握一技之长，成为对家庭和社会有用的人，她
的作品多次在国内外获奖并展出。她用手中的
画笔描绘出了美好的明天和灿烂的人生。

葛汝森 肢体二级残疾。曾获天津好人、天
津市优秀志愿者等荣誉。作为一名残疾人专职
委员，在做好残疾人工作的同时，以实际行动帮
扶残疾人。他组建了志愿服务队，为困难群体
免费理发，十几年来志愿团队走进福利院、培智
学校等地，累计服务超过一万次。他们用真情
和行动在津门处处留下爱心助人的足迹。

郭文强 肢体三级残疾。曾获优秀共产党
员、新型企业家等荣誉。因意外烫伤造成残疾，
但他坚信“我的命运我做主”，拼搏奋斗几十年，
从一名工人成长为企业董事长。在做大做强企
业的同时，他还热心社会公益，帮助特困员工，
向中小学、敬老院捐款。热心助力社会公益，传
递企业正能量。

韩树艳 肢体二级残疾。她因车祸失去左
臂、二女儿失去左腿，大女儿又先天性脑瘫。面
对人生重大变故，她不言放弃、努力生活，用心
工作、真情待人，努力展示残疾人自强自立良好
形象，用实际行动感染身边每个人，用不懈努力
活出最美的人生。

李秋萍 肢体三级残疾，曾荣获津市“三八”
红旗手、天津市志愿助残阳光使者等荣誉。面
对和爱人双双下岗的困境，她没有自暴自弃，而
是振奋精神自主创业。十几年来她凭着不怕吃
苦、不畏辛劳的韧性创业成功，实现了人生的华
丽转身。成功后不忘回报社会，积极开展助残
活动，用实际行动帮助更多的残疾人。

尚振华 肢体二级残疾。曾荣获全国技术能
手、天津市残疾人职业技能大赛第一名等荣誉。4
岁时因一场火灾全身70%重度烧伤。面对挫折他
坚定知识改变命运的信念，十年寒窗考入重点大
学。工作后他坚持用技术说话，以自强不息的精
神和出色的工作业绩赢得大家的认可。

孙爱华 肢体三级残疾，曾获天津市“五一”
劳动奖章、天津市“三八”红旗手等荣誉。作为
一名残疾人工作者，她用强烈的责任心兑现让
残疾人过上好日子的承诺；用真诚的爱心温暖
着每一个残疾朋友，赢得广大残疾人的信任，在
平凡的岗位上做出不平凡的事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