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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臂泳者力争上游，盲人跑
将奋力冲刺，轮椅球手挥拍搏杀
……在刚刚结束的东京残奥会
上，251位中国残奥健儿挥洒汗
水、激扬热血，奉献了一场场精彩
绝伦的比赛，定格了一幕幕激动
人心的瞬间，让世界看到了中国
残疾人自强不息的风采。

而在赛场外，残疾人同样拥
有人生出彩的舞台。在一系列政
策措施帮扶下，我国8500万残疾
人冲破生理和心理的束缚，将勇
毅做翅膀，以梦想为动力，在新征
程上砥砺前行。

运动竞技的精彩，他
们不曾错过

东京残奥会上，经过12个日
夜的奋战，中国代表团取得96枚
金牌、60枚银牌、51枚铜牌的优
异成绩，连续第五次实现金牌榜、
奖牌榜“双第一”。

残疾人运动员们创造的辉煌
不只发生在东京。仅最近5年，中
国残疾人运动员便在160项国际
赛事中，获得了1114枚金牌。

国际赛场上中国残疾人运动
员的亮眼表现，是我国残疾人体
育事业蓬勃发展的一个缩影。

如今，在各地社区、街道、村
庄，越来越多残疾人走出家门，享
受到了体育运动带来的酣畅。

这悄然发生的改变离不开各
级残联组织和体育部门的支持。

中国残联与国家体育总局共
同印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强残疾
人康复健身体育工作的指导意
见》。国家体育总局实施了全民健
身助残工程，持续为基层残疾人
机构配备康复健身体育器材。

2020年，全国新增设立社区
残疾人健身示范点1320处，培养
残疾人社会体育指导员1万名。
全国残疾人社区文体活动参与率
由 2019 年的 14.6%上升至 2020
年的17.8%。

“下一步，我们将围绕健全残
疾人群众体育组织、完善残疾人健
身设施、营造残疾人康复健身氛围
等方面努力，让更多残疾人走出家
门，参与运动，促进健康。”中国残
联体育部相关负责同志表示。

求职求知的路上，他
们并不孤单

虽然坐在轮椅上，西藏拉萨
市墨竹工卡县唐加乡冲尼村村民
觉列没有放弃对梦想的追逐。

2016年，觉列成立了西藏拓
岗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主要经营

“墙星”（一种练习藏文书法的小
木板）、竹笔、墨盒等文具用品，成
了当地小有名气的创业明星。

“在我创业路上，西藏、拉萨
残联给了我很多帮助。如今，我要
为残障人士提供更多工作岗位，
带领残疾兄弟姐妹一起过上更幸
福的生活。”觉列说。

觉列的故事并不是个例。求
职求知的路上，残疾人不是一个
人在战斗。

为了提高残疾人就业能力，
各地以贯彻落实《残疾人职业技
能提升计划（2016-2020年）》和
《职业技能提升行动方案（2019-
2021年）》为主线，初步建立了购
买社会化、市场化培训服务为主
要供给，以各级残疾人职业培训
基地为载体，以残疾人就业技能
培训、岗位提升培训和创业培训
为主要形式，线上线下相结合的
残疾人职业培训组织实施体系。
据统计，“十三五”时期，每年平均
有40万残疾人参加政府补贴的
职业培训项目。

目前，经过各地各部门努力，
我国残疾人就业渠道进一步拓
宽，形成残疾人按比例就业、集中
就业、自主就业创业、辅助性就业
等多种就业形态。有数据显示，截
至2021年5月，我国城乡持证残
疾人就业规模超过860万人。

拥有平等受教育的权利，是
残疾人逐梦路上重要助力。

“十三五”时期，我国残疾儿
童少年义务教育入学率达到95%
以上。与此同时，2020年，全国共
有特殊教育普通高中（部、班）104
个，在校生10173人；残疾人中等
职业学校（班）147 个，在校生
17877人，毕业生4281人。全国有
13551名残疾人被普通高等院校
录取，2253名残疾人进入高等特

殊教育学院学习。

完善兜底保障，他们

不再彷徨

“春风化雨山山翠，政策归心
处处春。”在宁夏回族自治区石嘴
山市大武口区民乐小区阳光书画
社，居民季贺挥笔写下对联。

季贺多年前因为车祸导致腿
部残疾，生活一度陷入困境。“最
困难的时候是靠政府帮扶过来
的。”季贺还记得，那时，社区工作
人员帮他申请了廉租房，自己每
个月还享受多项政策补贴。

在残疾人救助政策的帮扶
下，季贺的生活逐渐走上正轨，他
发展了新的兴趣特长，成立了阳
光书画社，专门教授残疾人书法。

“如今，石嘴山市又提高了残
疾人两项补贴标准。”季贺觉得现
在的生活充满了希望，“不积极面
对生活，怎么对得起党的好政策！”

在困难残疾人的背后，总有
政府出台的系列兜底保障举措，
为他们托举起“稳稳的幸福”。

截至 2020 年底，我国已有
1212.6万多困难残疾人获得生活
补贴，1473.8万多重度残疾人获
得护理补贴。

2020年底，国家现行贫困标
准下700多万建档立卡贫困残疾
人如期实现脱贫。然而，脱贫摘帽
远不是终点。

有数据显示，脱贫残疾人年

收入是脱贫人口年收入的81%。
加之大部分残疾人劳动能力较
弱、看病康复支出较大，与其他群
体相比，致贫返贫风险较高。

为了兜牢残疾人群体的民生
底线，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
过渡期内，中国残联建立残疾人
跟踪访视机制，继续落实“两不愁
三保障”各项扶持政策，不断提高
残疾人生活质量。

与此同时，各地也建立了相
关动态监测和帮扶机制，为防止
残疾人致贫返贫筑牢“堤坝”。

在贵州，省残联借助“贵州扶
贫云”防贫监测预警平台为基础
的大数据监测系统，动态跟踪核
实残疾人相关情况。

在河北，残疾人脱贫不稳定
户和残疾人边缘易致贫户被纳入
监测范围。省残联通过定期与相
关部门开展数据比对，摸清残疾
人需求，提供精准帮扶。

在山西吕梁，当地政府为全
市所有持证残疾人代缴意外伤害
保险，防止残疾人因意外伤害返
贫或致贫，有效提升了他们的安
全感。

“我们将继续指导各地残联，
充分利用大数据信息手段，动态
掌握需要帮扶残疾人家庭情况，
建立残疾人跟踪访视机制，做到
残疾人致贫返贫‘早发现、早干
预、早帮扶’。”中国残联相关负责
同志表示。

（新华社高蕾金一清于瑶）

为了每个残疾人都享有出彩人生
——我国残疾人事业发展综述

新疆和田盛产玉石，河南镇
平精于雕琢，尽管相距4000余公
里，“玉石之都”与“玉雕之乡”因
玉结缘，河南镇平已成为不少维
吾尔族群众的“第二故乡”。

12年前，23岁的维吾尔族小
伙如则麦麦提·努尔艾合麦提携带
15麻袋籽料原石，从新疆和田辗
转来到维吾尔族玉石商人口口相
传的河南南阳市镇平县石佛寺镇。

石佛寺镇有悠久的玉雕传
统，10余年前，小镇上赵河两岸
的玉雕湾汇聚众多玉石摊贩，初
出茅庐的如则麦麦提就在路边摆
摊开始做起生意。

“石佛寺很开放，很包容，欢
迎我们来这里做生意。”刚到石佛
寺，如则麦麦提语言不通，朋友很
少，生意冷清，但经过几个月的摸
索，热情实在的如则麦麦提便打

开局面，开始租房开店，这一干就
是12年。

在如则麦麦提的影响下，
2010年，他的哥哥一家从和田来
到石佛寺经商。随后，如则麦麦提
新婚不久的妻子热阿衣兰·阿不
来提也从乌鲁木齐来到石佛寺。

为了帮助维吾尔族群众更好
地在当地经商生活，2014年，镇
平县政府升级改造“天下玉源”玉
石交易市场，吸纳460余个维吾
尔族商户经销玉料。2016年，政
府又投资建设“天下玉源”社区，
为维吾尔族群众提供408套公租
房，改善他们的居住环境。

“虽然语言沟通有障碍，但你
的笑容真不真，事情办得好不好，
所有人都能看到。”“天下玉源”社
区主任赵方说，在石佛寺经商生
活的维吾尔族群众沟通不愁、就

医不愁、入学不愁，他们的生意越
做越红火，日子越过越兴旺。

7年前，如则麦麦提在“天下
玉源”玉石交易市场租下6个摊
位，生意日益兴旺，如今，他能说一
口流利的普通话，结识的朋友遍布
全国各地。5年前，如则麦麦提搬
进了“天下玉源”社区，他的妻子热
阿衣兰成为社区工作人员，他们的
女儿在当地幼儿园入学，一家人在
石佛寺也有了温馨的家。

目前，镇平县已有1000余名
维吾尔族群众在当地居住，年流
动量达3万余人次。其中，800余
名维吾尔族群众在“天下玉源”社
区居住，285名孩子在当地学校
就读。

2016年，来自新疆和田墨玉
县的胡吉马木提·胡加力木到石
佛寺开起餐馆，这个16岁就外出

做生意的维吾尔族汉子已经奔波
了30年，石佛寺是他除新疆外停
留最久的一站。2019年，生意兴
隆的胡吉马木提和妻子吾如古丽
汗成为汉族女孩王连心的“代理
爸爸”和“代理妈妈”。

“小女孩跟着奶奶生活，家里
很困难，我们在这里赚钱了，就想
提供一些帮助。”胡吉马木提说。每
个周末，胡吉马木提都会把王连心
接过来住两天，2019年春节，胡吉
马木提带上新认的“女儿”一块儿
回新疆过年，“我们希望她好好学
习，将来还要资助她上大学。”

像胡吉马木提这样的爱心助
力还在不断传递，在镇平县脱贫
攻坚过程中，150余个维吾尔族
商户慰问帮扶200余名汉族困难
群众，累计捐款50余万元。

（新华社韩朝阳杨金鑫）

教师节临近，江苏大学志愿者来到江苏省镇江市南徐小学，开展“电子贺卡谢师恩”活动，指导小学生制作电子贺卡，向老师表达祝福与感
恩之情。图为志愿者在指导该校学生制作电子贺卡。 石玉成 摄

车辆驾驶舱就
像小型“体检站”，
坐在里面即可实时
监测心跳；全自动
采血机器人变身医
院“护士”，疫情防
控期间减少医患接
触风险……9 月 6
日至8日，以“创新
发展与数字经济”
为主题的 2021 中
国国际数字经济博
览会在河北石家庄
举办，数字经济的
红利正在惠及百姓
生活的各个角落。

展区门前广场
上，“科技智享出
行”的标语十分醒
目。一辆安装了“酒
精锁”智能系统的
汽车吸引了不少群
众关注。装置启动
后，一旦测试出驾
驶员体内酒精浓度
超过安全水平，汽
车联锁装置就会激活，车辆不允
许启动，以此减少酒驾带来的交
通事故。

如今，中国的智能网联汽车产
销量在全球处于领先地位，科技正
在引领全球汽车新时尚。

在智能驾驶辅助体验区，笔者
坐上一辆演示车辆的驾驶舱。1分
钟后，屏幕上便出现了笔者的呼吸
和心跳频次。通过雷达系统，车辆
可实时监测驾驶员的生命体征和
健康状况，提前预判可能突发的心
血管疾病，提高车辆行驶中的安全
系数。

本届博览会上，一台静脉智能
穿刺采血机器人引来群众纷纷驻
足。模拟手臂伸入机器后，识别血
管、消毒、采血等一连串操作均由
机器人自动精准完成，全过程只需
两三分钟。

“这台静脉智能穿刺采血机器
人可代替护士，全自动无人值守进
行静脉血采集。”工作人员称，该设
备不但解决了医院护士不足的问
题，而且在特殊时期可避免患者和
医护人员面对面接触。

除了医院设备的升级，一些家
用智能终端的出现，让居家健康
有了全天候的守护者。面向镜子，
伸出舌头……不一会儿，一份健
康诊断报告就显示在镜面上。在
新奥集团展区，一款被称为“魔
镜”的来康镜科技感十足。这款来
康镜集成多种智能检测设备，可
动态监测多项健康指标，进行健
康评估和疾病早筛，并提供就医
指导和调养建议。

如果家长担心孩子不认真刷
牙，还能用来康镜检查刷牙情况。
使用配套电动牙刷，刷牙姿势、刷
牙时长、洁净程度等数据就实时传
输至系统，自动生成刷牙报告，并
提供科学的刷牙建议，培养孩子良
好习惯。

专家表示，云计算、大数据、
5G、人工智能等新一代信息技术
正在为医疗行业注入新动能，加快
推动医疗健康领域智能化升级，为
健康生活保驾护航。

（新华社王昆冯维健刘桃熊）

新华社天津
9月 8日电（记者
周润健）当璀璨明
亮的金星与细细
窄窄的眉月相遇，
总会给天宇增添
一抹亮色。天文科
普专家介绍，9月
10 日傍晚，一场
浪漫的“星月童
话”——金星伴眉
月将在西方天空
上演。届时如果天
气晴好，全国各地
公众凭借肉眼就
能欣赏到这一幕。

金星是地球
的近邻，我国古代
称之为“太白”。当
它早晨出现时，人
们称它为“启明
星”或“晨星”；当
它黄昏出现时，人
们称它为“长庚
星”或“昏星”。通
常情况下，金星是
除太阳和月亮外
全天最亮的天体，
亮度最大时可达
到-4.9等。

天津市天文学会理事、天
津科学技术馆天文科普专家
宋媛媛介绍，由于金星总在太
阳附近出现，而每到农历月末
月初，月球与太阳的角距离较
近，在日出前或日落后，经常
会出现金星伴眉月景观，这也
是不少天文和摄影爱好者追
逐的目标。

在太阳系的几颗行星中，
本月最耀眼的当属金星，而且
从本月至年底，都是“金星
秀”的时间，金星的地平高度
合适，亮度超过-4等，灿若宝
石，亮如明珠，成为夜空中最
亮的星。

“10日傍晚，如果天气晴
好，只要西边地平线附近没有
太高的建筑物、山脉或树木遮
蔽的地方，人们凭借肉眼就能
欣赏到金星与眉月近距离接
触的美丽景象。金星闪闪，眉
月弯弯，在蔚蓝色天幕的映衬
下，非常富有诗情画意。”宋
媛媛说。

从地球上看去，月球每天
都会在天球上移动一段距离，
每27.3天左右月球会基本上
回到天球的同一位置，所以每
个月月球几乎都会与金星相
伴，但并非每次都能清晰可见。

“下一次金星伴眉月发生
在10月10日，视觉效果也非
常不错。”宋媛媛说。

甘肃张掖马蹄寺石窟群
“数字档案”开建

新华社兰州9月8日电（记者
王博）在丝绸之路沿线重要石窟寺
遗址甘肃张掖马蹄寺石窟群，一项
收集建立“数字档案”的工作正在
开展，完成后将永久保留石窟“真
容”，且能够在此基础上实现“窟内
文物窟外看”。

记者 7日从甘肃省张掖市文
物保护研究所了解到，马蹄寺石窟
群数字化保护工程（一期）已启动
两个多月。两个多月来，已由专业
团队完成了马蹄寺石窟群保护重
点金塔寺东窟、西窟的数字化采集
工作。

该工程由国家文物局批准立
项，总投资389万元，主要用于完
成马蹄寺石窟群大环境数据采集
及重点壁画、塑像的数字化采集、
三维扫描、数据存储等，工程计划
于明年6月完工。

张掖市文物保护研究所所长
姚桂兰说，项目完成后形成的“数
字档案”将永久保留石窟“真容”，
为石窟保护、研究存储精确可靠的
图像和数据资料，也为未来“云端”
参观、线上“揽窟”等提供基础的数
据信息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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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与中原小镇的“金玉良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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