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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谋发展 同享芳华
——我国残疾人事业发展综述

山西省大同市云州区火山群脚

下，有一个东坪村。盛夏时节，这里

红瓦白墙，绿树成荫，田地里一派

繁忙景象。

近年来，这个晋北小山村在土

地流转、危房改造和产业扶贫等政

策推动下，逐渐从“脏乱差”变成了

“绿富美”。

土地流转“转”出农民
好光景

“穷东坪，光见石头不见人”，这

是当地广为流传的一句顺口溜。地处

燕山—太行山集中连片特困地区的

东坪村，历史上就是出了名的穷村。

全村190多口人，6000多亩土地，广

种薄收，长期以来只能靠天吃饭。

2017年，东坪村响应国家号召，

将3000多亩土地实施流转，用来发展

黄花产业和种植葡萄。土地流转政策

彻底改变了过去一家一户的小农经营

模式，为实现脱贫致富找到新出路。

76 岁的村民李发青家里有 60

亩地，流转了 20 多亩，每年的流转

收入近8000元。“过去最好的年景，

亩产不过五六百斤玉米，刨除种子

化肥钱，全家人辛苦一年，每亩地

只能落个一百多元。”李发青说，除

了流转土地的收入，国家还给每亩

地种粮补贴 69 元，仅这两项，他的

年收入就超过了1万元。

“过去农民种地除了缴公粮，还要

缴农业税，负担挺重，光景不好的时候

甚至吃不饱。现在倒过来了，国家不用

你缴粮缴税，还给你种粮补助。”李发

青笑着说，“这说明国家富强了。”

东坪村的村民通过土地流转，

家家户户都得到收益。83岁的原村

支书马绪元高兴地说，种了一辈子

地，终于可以靠田地赚钱了。

目前，云州区60万亩耕地已经

流转近 30%，东坪村每年 100 多万

元的土地流转金也成了村民最稳定

的一笔收入。

随着土地升值，粮食价格稳

定，村民种地的积极性明显提高。

村支书王美珍说：“村民都抢着种

粮种地，现在地里头连个缝儿都

没了。”

危房改造“圆”了几代
人住房梦

东坪村地处地震带，自20世纪

70年代以来，这个小山村经历过两

次大的地震，住房安全问题是东坪

村祖祖辈辈的一块心病。

马绪元曾在两次地震期间组织

村民进行震后重建。他回忆道，当时

东坪村家家户户都居住在土和石头

箍的窑洞里，由于年久失修，防雨都

成问题。“夏天一下雨，全家老少就忙

着买塑料布铺屋顶，整个夏天都忙

这个。石头窑不结实，如果遇到地震，

大伙儿连个躲的地方都找不到。”

2016 年，随着精准扶贫政策的

实施，村里开始大规模实施危房改

造工程。一排排新房在原址上建

成，除了常年在外者，81 户村民都

搬进了明亮整洁的新房，东坪村彻

底消灭了危房。

走进村民郭金兰的家，新建的

抗震加固房收拾得十分干净，院里

还种着几畦蔬菜。

对于亲身经历过两次地震的郭

金兰来说，住得安稳曾是她最大的

梦想。郭金兰说，东坪村在原址新建

抗震加固房，建档立卡贫困户只需

交1万块钱，就可以住进新房。新房

全部用混凝土现浇顶，圈梁地梁里

全是钢筋，能抵御八级烈度的地震。

郭金兰说，村里的新房，不比城

里的楼房差。自打住进新房，环境

好，心情更好。

乡村振兴“绘”就美丽
新画卷

如今的东坪村，道路平坦整洁，

大街小巷全部硬化，铺设了下水管

道，还建起了小公园。王美珍说，近

几年东坪村的各项事业提速发展，

仅乡村提质工程就投资 600 多万

元，极大地改善了人居环境。

村民梁秀荣说，以前家家户户

都在门口沤粪，挡住道路不说，一

到夏天，苍蝇蚊子满天飞，臭气熏

天。“现在随着环境变好，大家把过

去的陋习都改了。”

为增加村民和集体的收入，东

坪村大力发展光伏发电项目，还成

立了黄花种植专业合作社，鼓励村

民入股，每年进行分红。

村民马宏义这几天就在合作社

里打工，一天能收入100多元。马宏

义给笔者算了一笔账，自家流转的

30多亩地每年收入 1万多元；还有

20 多亩种玉米、谷子，收入 1 万多

元；再加上每年3000元的合作社分

红和打工收入，年收入超过3万元。

据王美珍统计，东坪村村民的

人均收入从 2012 年的 1736 元增长

到去年的5000多元，增长2倍有余。

“现在村里的劳动力有收入，老

弱病残有保障，小孩上学有资助，村

集体账上也有了钱，我们已经在

2018年底整村脱了贫。”王美珍自豪

地说，“从农民缴粮到国家盖房，现在

老百姓负担减轻，开始对美好生活有

了新的追求，一有空妇女们就换上统

一的服装聚到小公园跳广场舞，咱农

村人也越来越有气质了。”

马绪元则给村干部提议，在旧

村“火山脚下土窑洞”的基础上发

展乡村旅游，“山上建温泉，山下建

饭店，你看游客来不来！”

如今，一条笔直的公路，将东坪的

新村和旧村分隔开来。一侧是明亮的

新房，一侧是破旧的土窑。常常有外地

游客到这里来，看着这个火山脚下的

美丽山村，有些人还表达过买下旧村

土窑的想法。但村民们却舍不得卖。

王美珍说，旧村要保护好，不

仅可以忆苦思甜，还能留得住浓浓

乡愁。 （新华社 武敌 杨晨光）

从“农民缴粮”到“国家盖房”
——一座晋北小山村之变

新华社北京 7
月 29日电（记者 田
晓航）国家中医药管

理局和国家卫生健

康委员会日前联合

印发《关于在医疗联

合体建设中切实加

强中医药工作的通

知》（以下简称《通

知》）提出，推进中医

医院牵头组建多种

形式的医联体，在医

联体建设过程中，不

得变相地取消、合并

中医医院，不得改变

其功能定位，不得以

各种理由在事实上

削弱中医医院建设。

中医类医疗卫

生机构是群众看病

就医的一个重要选

择。根据《2018年我

国卫生健康事业发

展统计公报》，2018

年，全国中医类医

疗卫生机构总诊疗

人次数达 10.7 亿，

比上年增长 5.2%，

其中，中医类医院

6.3亿人次。

《通知》提出，

着力推动县级中医

医院在县域内牵头

组建紧密型医疗卫

生共同体。推动“医

共体”内服务能力

共提、人才梯队共

建、健康服务共管、优质资源共享，整

体提升县域中医药服务能力。县域

“医共体”成员单位所覆盖的患者可

自由选择就医。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加

大对中医医院牵头组建的县域“医共

体”建设支持力度。

针对目前少数地区的不当做法，

《通知》特别强调，人口较少、县级中

医医院能力较弱、确需只组建成一

个“医共体”的县域，要向省级中医

药主管部门备案。已经只组建一个

“医共体”的县域，中医医院法人资

格保持不变，确保中医医院性质、名

称、功能定位不变，人员编制、床位

数总量不减。

《通知》还提出，鼓励组建由三级

公立中医医院或代表辖区内中医医

疗水平的中医医院牵头，其他若干家

医疗机构、社区卫生服务机构、护理

院、康复机构等为成员的城市医联

体。城市三级公立中医医院可利用技

术、人才、品牌等优势，优先与区域内

县级中医医院通过共建、托管等多种

形式组建医联体，提升县级中医医院

医疗服务能力与水平。

此外，《通知》提出加强中医专科

联盟建设，并鼓励有条件的中医医院

成立区域中药制剂中心，促进区域医

疗机构中药制剂研发申报、委托配制

和推广运用等。

新华社福州 7
月 28 日电（记 者

张逸之 陈旺）7 月

28日，福州、北京、

广州等 33 个城市

代表在福州就保

护文化遗产达成

一系列共识，并发

表《福州宣言》，提

出要高度重视历

史文化遗产的保

护和利用，统筹兼

顾历史文化遗产

保护和经济社会

的可持续发展。

《福 州 宣 言》

提出，既要重视经

济发展，又要重视

生态环境、人文环

境的保护，坚决杜绝以发展的名

义，破坏古建筑、历史街区、历史

文化名城和传统村落。

《福州宣言》倡议，坚持“工

匠精神”和“绣花功夫”，采取科学

的保护方法，通过“微改造”等多

种方式，留下记忆，留住乡愁，秉

持保护优先、强化管理的理念，加

强地方立法，健全长效机制。

《福州宣言》是在当天举行

的福州古厝保护与传承论坛上

发表的。500 多名来自中国、日

本、以色列等国家和地区的专家

学者和业界人士围绕古建筑、历

史文化街区、传统村落的保护、

传承与利用进行交流研讨，旨在

通过汇聚国内外专家和各座城

市的经验，凝聚共识，传承优秀

传统文化。

此次活动还举办了历史文化

名城保护成果展，通过图片、文字

等媒介展示了福州、北京、广州等

与会城市在古厝文化遗产保护的

经验和做法，彰显城市特色个性。

内蒙古帮助
8.29万名高校毕业生
就业或落实就业去向

新华社呼和浩特7月29日电（记

者 李云平）记者从内蒙古自治区人力

资源和社会保障厅获悉，今年以来，

内蒙古深入实施就业优先政策，拓宽

高校毕业生就业渠道，已帮助8.29万

名高校毕业生就业或落实就业去向。

今年，内蒙古应往届高校毕业生

有就业需求总人数预计达 16.6 万

人，创历史新高，处于就业高峰期。

据内蒙古自治区人社厅巡视员、新

闻发言人丁飞介绍，今年上半年，内

蒙古深入实施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

促进计划、青年就业启航计划，持续

推进高校毕业生能力提升行动、创

业引领行动等六项行动，将高校毕

业生求职创业补贴标准由 1000元提

高至 1500 元，已帮助 8.29 万名高校

毕业生就业或落实就业去向，完成

年度计划的63.8%。

内蒙古强化离校未就业高校毕业

生实名制信息管理，及时为他们提供

精准就业服务。拓宽高校毕业生就业

渠道，提升二、三产业吸纳就业能力，

为高校毕业生提供更多就业岗位。

同时，内蒙古加大对高校毕业生

返乡就业创业扶持力度，组织实施

“三支一扶”和社区民生等服务基层

项目，鼓励和引导毕业生到基层锻

炼。做好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服务，

充分运用就业云服务大厅、大学生求

职超市等信息化平台，密集开展就业

政策宣传、职业介绍和各类专场招聘

会等线上线下就业服务活动，为高校

毕业生求职搭建供需对接平台。

据了解，内蒙古加大高校毕业生

就业兜底保障力度，对家庭贫困、身

体有残疾等高校毕业生发放求职创

业补贴，纳入就业帮扶范围提供精准

服务；对缺乏经验、求职有难度的，组

织参加职业技能培训和见习活动，提

高就业能力。

本报讯（记者 赵青）7 月 28 日，

在成都市文明办、成都市妇女联合

会指导下，由青羊区文明办、成华区

文明办等部门联合主办的第三届成

都家庭公益日活动在宽窄巷子东广

场举行。该活动以“垃圾分类，成都

更美”为主题，通过垃圾分类趣味游

戏吸引了众多游客的参与。

“我和我的家庭在此承诺：积极

探索新时代文明实践，做垃圾分类的

实践家庭，做垃圾分类的宣传家庭，

做垃圾分类的监督家庭，做垃圾分类

的普法家庭……”趣味游戏结束后，

全国首届文明家庭卢廷俊家庭、李婷

华家庭，成都市道德模范苏世杰家

庭，世警会参赛代表贾梦家庭等共同

承诺，参与垃圾分类，让成都更美。

据悉，作为全国垃圾分类中46个

重点推行城市之一，成都确定了垃圾

分类系统全面建成的“2020 目标”：

到 2020 年底，基本建成“垃圾分类”

处理系统。《成都市生活垃圾管理条

例(草案)》从规划与建设、分类投放、

清扫及分类收集、社会参与、监督管

理、法律责任等方面，对成都市生活

垃圾管理作出详细规定，目前正在公

开征求修改意见。图为活动现场。

第三届成都家庭公益日活动举行第三届成都家庭公益日活动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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残疾人是人类大家庭的平等成

员。尊重和保障残疾人的人权和人格

尊严，使他们能以平等的地位和均等

的机会充分参与社会生活，是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必然要求。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残疾人一个

也不能少。近年来，我国将残疾人事

业纳入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总体规划

和国家人权行动计划，残疾人权益保

障的体制机制不断完善，残疾人社会

保障制度和服务体系不断健全，残疾

人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持续提升。

精准帮扶、自强奋斗
打好脱贫攻坚战

由于身体障碍、劳动能力弱、受

教育程度低等因素影响，贫困残疾

人特别是农村贫困残疾人是贫困人

口中贫困程度最深、脱贫难度最大、

返贫率最高的特殊困难人群。

停好三轮车，扛起车上的牧草，搬

到牛栏，打下电闸，粉碎牧草，铲到牛

食槽里……广西都安瑶族自治县隆福

乡隆旺村三叉屯村民罗仕林一口气把

这些事干完，似乎浑身都是劲儿。

2006 年，罗仕林打工的矿井突

然塌方，31岁的他失去了一条腿。拖

着假肢回到大山，罗仕林开始在谋

生的道路上一瘸一拐地奔忙。承包

饮水工程建设、建牛棚养牛……在

脱贫攻坚政策支持下，罗仕林从建

档立卡贫困户名单退出，实现脱贫。

脱贫攻坚的道路上，离不开残

疾人紧咬牙关、奋力拼搏，也离不开

一系列政策扶持：

——中共中央、国务院 2018 年

发布《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三年行

动的指导意见》，专节部署贫困残疾

人脱贫行动；

——国务院扶贫办、国家发展

改革委、中国残联等 26 部门制定

《贫困残疾人脱贫攻坚行动计划

（2016－2020 年）》，并制定了电子

商务助残扶贫行动、产业扶持助残

扶贫行动等配套实施方案；

——2011年至2018年，中央财政

累计安排康复扶贫贴息贷款53亿元；

——实施精准扶贫战略以来，

政府将 600多万残疾人纳入贫困户

建档立卡范围……

用非常之力，竟非常之功。《平

等、参与、共享：新中国残疾人权益

保障 70 年》白皮书的数据显示，截

至 2018 年，建档立卡贫困残疾人人

数已减少到169.8万。

分享机遇、同心寻梦
生活更有尊严更有滋味

“我们要充分认识残疾人的权

利、价值和尊严。他们与健康人一样

有权享有生活中的一切。”在国新办

日前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中国残

联主席张海迪讲述了她眼中残疾人

事业的发展。

1960 年，5岁的张海迪想上学，

母亲背着她一家一家找学校，但一

些校长回答：“对不起，我们不招收

残疾的孩子。”

如今，我国残疾人教育体系日

趋完善，残疾儿童少年义务教育普

及水平显著提高，残疾人非义务教

育稳步发展，融合教育不断完善，特

殊教育公共支出持续增长。

“现在每年有近万名残疾学生

进入高等学校学习。多年前的梦想

在今天终于成为现实。”张海迪说。

维护残疾人平等受教育的权利

只是残疾人事业发展的一个缩影。

如今，越来越多的残疾人找到了人

生出彩的舞台：

——获得一技之长、找到稳定

工作。截至 2018 年，城乡持证残疾

人就业人数达到948.4万人；

——勇敢寻梦，在文体领域超

越自我。我国各类残疾人艺术团体

已有283个。中国共参加9届夏季残

奥会，1337名运动员奋力拼搏，获得

433块金牌，打破261项世界纪录；

——争当先进，赢得全社会尊

重。涌现出一大批自强不息、奋发有

为的先进人物，获得“全国劳动模

范”“全国三八红旗手”等称号……

在新时代里，残疾人分享机遇、同

心寻梦，生活得更有尊严更有滋味。

平等相待、暖心支持
扶残助残蔚然成风

在山东青岛，有一位被称为“笑

姐”的助残志愿者宋桂华。她和母亲

携手组建了“笑姐”爱心助残团队，

将城市居民的闲置衣物，根据受助

家庭成员的性别、年龄、身高、体重，

精挑细选，打包装箱，再面对面送到

农村特困残疾人家庭。

“一件旧衣，在咱们看来不算什

么，但对残疾人家里却是雪中送

炭。”宋桂华说。

如今，全国各地都有“宋桂华”

们忙碌的身影，“红领巾手拉手助

残”行动、中国青年志愿者助残“阳

光行动”等活动丰富多彩，扶残助残

社会风尚基本形成。

家住甘肃省金昌市宁远堡镇东

湾新村的残疾人张文德因为脑瘫，

一生下来就丧失行走能力。在当地

残联和政府部门帮助下，张文德家

周围建起了缓坡和扶手等无障碍设

施。能够行动自由的张文德在家里

开了一个小卖部，逐渐融入社会。

《平等、参与、共享：新中国残疾人

权益保障70年》白皮书介绍，目前全

国村（社区）综合服务设施中已有

75%的出入口、40%的服务柜台、30%

的厕所进行了无障碍建设和改造。

与此同时，信息无障碍建设的

步伐加快。我国已发布多个国家及

行业标准，为残疾人便利使用信息

通信设备、获取互联网信息、操纵辅

助装置等提供了有效标准支撑。

全面小康，不只有物质的丰盈，

更有生命的尊严。如今，8500 万残

疾人正在以主人翁的姿态投身社会

发展。在同奔小康的路上，残疾人一

个也不能少。 （新华社 王琦 高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