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完成情况

32021年12月24日 星期五 编辑 王婵
电话 4396827 E-mail：xccb66@163.com2021年民生实事办得怎么样？2

“像多多这种情况，如果及
早进行康复锻炼，是可以像普通
孩子一样正常入学的，这也是融
合教育的一种体现。在我们康
复中心接受过康复锻炼的孩子，
有的已经考上研究生。目前，我
们康复中心有 50 多名孩子是残
疾 儿 童 康 复 救 助 项 目 的 受 益
人。”许昌市现代聋儿听力语言
康复中心负责人说。

“融合教育让我们广大残疾
儿童的家长感受到了党和政府
的温暖，对未来充满了希望。”这
是一位残疾儿童家长发自内心
的话语。

融合教育是许昌市促进残
疾儿童康复救助工作的一项重
要措施，这一措施的有力实施，
为广大残疾儿童融入社会提供

了保障。
许昌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

特殊儿童的融合教育工作。我
市成立了特殊教育融合康复中
心，定期或不定期地进行残疾儿
童家庭教育的回访和跟踪，并对
残 疾 儿 童 家 长 进 行 心 理 疏 导 。
融合教育工作的不断推进，大大
提高了许昌市残疾儿童康复后
的社会回归率和到普通学校上
学的入学率。据不完全统计，目
前，许昌市脑瘫儿童康复回归率
约为 50%，智力障碍儿童康复回
归率约为 30%，孤独症儿童康复
回归率为 10%。植入人工耳蜗
的孩子入普通学校率为 38%，助
听器语训救助儿童入普通学校
率为 80%等。

康复救助
撑起折翼天使美好未来

截至目前，实施
康复救助人数超千
人，已超额完成目标
任务。

胡适先生说，衡量一个国家
的文明程度，要看他们对待社会
弱势群体的态度。

残疾儿童的康复救助工作，
事关残疾孩子的一生，事关残疾
孩子的家庭幸福和社会文明和
谐，是一项实实在在的民生工
程，等不起，慢不得，必须抓早、
抓好、抓实。

一个孩子不能决定自己的
身体状况，但一个社会应该有这
样的帮扶体系。一粒种子，不能
决定自己撒落在何方，但它的成
长需要阳光雨露的滋润。

在许昌，无数个像多多一样
的残疾孩子得到了帮助，残疾儿
童有人帮、有人爱、有人关怀，离
不开康教融合、校企合作、协同
育人机制和相对完备的救助体
系。

在残疾儿童的救助工作中，
需要各级政府和残联组织积极
作为，加强监管，不仅保证各项
政策落实落地，实现残疾儿童

“应救助尽救助”目标，还要定期
对康复机构的人员资质、康复效
果进行监管，确保残疾儿童的康
复“有经费、有人员、有质量”。

每朵花儿都有绽放的权利，
愿每朵小花都能在爱心浇灌下
快乐成长。

目前，许昌市确定的首批残
疾儿童康复救助定点机构共有
20 多家，包括聋儿人工耳蜗术后
康复、聋儿语训康复、脑瘫儿童
康复、智障康复训练、孤独症儿
童康复、辅助器具适配康复训练
等机构，共有 200 多人从事儿童
康复训练工作。

为提升许昌市儿童康复工
作人员的整体服务水平，市残联
多次举办残疾儿童康复服务技
术培训班及康复机构管理人员

培训班，并邀请中残联、省残疾
人康复中心有关专家到许昌市
实地指导。

“2021 年，我们会进一步加
大残疾儿童康复救助力度，力争
实现符合救助条件的 0—6 岁残
疾儿童应救尽救；同时将进一步
加强与教育、民政等相关部门合
作，做好残疾儿童康复后的融合
教育工作，力争让更多的孩子能
够回归社会、融入社会。”许昌市
残联相关负责人表示。

残疾儿童的康复救助工作，事关残疾孩子的一生，事关残疾孩子的家庭幸福和社会文明和谐。
实施残疾儿童康复救助，是省、市确定的重点民生实事之一。按照年初确定的目标，今年我市对符合康复

条件的残疾儿童和孤独症儿童开展康复救助，全年救助840人以上。截至目前，实施康复救助人数超千人，已
超额完成目标任务。

实施残疾儿童康复救助，有效缓解了残疾儿童家庭困难，也彰显出浓浓的民生温情。

今年我市对符
合康复条件的残疾
儿童和孤独症儿童
开展康复救助，全年
救助840人以上。

“一九一九好
朋友，二八二八手
拉手，三七三七真
亲密，四六四六一
起走……”12 月 22
日，在许昌市现代
聋 儿 听 力 语 言 康
复 中 心 教 室 内 ，6
岁 的 多 多 在 老 师
张 丽 霞 的 带 领 下

朗读数学顺口溜。看到记者，活泼可爱
的多多脸上绽开了笑容，主动和记者打
招呼：“叔叔好！”如果不是看到多多的
左耳上戴着助听器，记者很难相信他是
一个有听力障碍的人。

多多是建安区灵井镇人。“这个孩
子从小看上去和普通孩子没什么不同，
只是不爱说话。我们都以为他性格内
向，怕他患有自闭症。他 3 岁时，该上幼
儿园了，因为担心他无法与老师和同学
交流 ，我们带他去医院做检查。建安
区、许昌市的医院都没办法确诊，医生
建议我们去郑州检查。在郑州大学第
一附属医院检查后，医生确诊他患了感
音神经性耳聋。”63 岁的刘许浩是多多
的爷爷。提起孙子确诊的过程，他的脸
上愁云笼罩。

多 多 的 爸 爸 和 妈 妈 都 有 听 力 障
碍。相关部门帮多多的父亲安排了他
力所能及的工作。这个家庭的基本生
活得到了保障。

从 2013 年起，省、市各级政府将残
疾儿童康复救助列入民生工程。多多
被确诊之后，通过申请成为人工耳蜗救
助工程的受益者，在指定的医疗机构免
费植入了人工耳蜗。

“ 多 多 还 需 要 进 行 专 业 的 康 复 锻
炼，才能和他人正常交流。市残联的工
作人员帮助多多申请了残疾儿童康复
救助金。多多已经连续三年享受到政
府的救助 ，这帮我们一家解决了大难
题。”刘许浩说。

3 年前，刘许浩在市区租了房子，每
天早上把多多送到许昌市现代聋儿听
力语言康复中心，下午把他接回来。虽
然辛苦，但看着孙子越来越活泼，能像
普通孩子一样撒娇、读书、看电视……
刘许浩觉得心里甜滋滋的。

2021 年，“继续实施残疾儿童康复
救助”列为河南省和我市确定的重点民
生实事。多多作为救助对象之一，享受
到了每年 1.6万元的康复救助金。

“我发自内心地感谢党的好政策。
如果不是党和政府关心、关爱残疾儿
童，多多不可能感受到丰富多彩的‘有
声世界’。”刘许浩说。如今，多多放学
后和爷爷一起走在路上，会笑嘻嘻地对
爷爷说“我想吃火烧”；写作业前会和爷
爷“讲条件”——写完作业让他玩一会
儿手机……和孙子的每一次对话，刘许
浩都能感受到实实在在的幸福。

年初目标

左图均为
我市举办的公
益慈善慢跑的
活动现场。
记者牛书培摄

■ 残疾儿童的“有声世界”

■ 融合教育让孩子“融”入社会

■ 残疾儿童有人爱有人帮

记者手记

据不完全
统计，目前，许
昌市脑瘫儿童
康复回归率约
为 50% ，智 力
障碍儿童康复
回 归 率 约 为
30% ，孤 独 症
儿童康复回归
率为10%。

从 2013
年起，省、市
各级政府将
残疾儿童康
复救助列入
民生工程。

目前，许
昌市确定的
首批残疾儿
童康复救助
定点机构共
有20多家。

花朵
在爱心浇灌下成长

□ 记者王利辉

许昌市社会福利
院开展“家好月圆”中
秋游园活动。右图均
为老师带领孤残儿童
乘坐游船游览护城河
美景。记者牛书培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