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残疾人体育 迎来“加速跑”
我市积极争取羽毛球、跆拳道、自行车等国家残奥运动队在青落地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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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越来越多残疾人
感受体育运动精彩

目前，青岛打造的中国残疾人冰
球“梦之队”，正在加拿大征战残奥冰
球世锦赛。冰雪赛场之外，青岛也在
拓展参赛项目、扩大参与面，不断为
青岛残疾人运动员创造更大更宽广
的舞台，让青岛残疾人竞技体育事业
在各个赛场和领域全面开花。

2021 年 10 月在陕西西安举行
的全国第十一届残疾人运动会暨第
八届特奥会上，青岛承担着山东15
个项目的集训任务，而青岛籍运动
员更是取得了42.5金、22.5银、29铜
共94枚奖牌的战绩。

不仅如此，在越来越宽广的残
疾人竞技体育赛事的世界级舞台
上，也有越来越多的青岛运动员凭
借精彩表现赢得荣耀与掌声。据不
完全统计，近5年来，青岛残疾人运
动员先后夺得全国大赛金牌100余
枚，在残奥会等国际重大赛事上斩
获世界冠军 15 个，洲际冠军 4 个。
2020年东京残奥会上，青岛派出7名
运动员角逐六大项比赛，并最终斩
获2银1铜，是历届残奥会中参赛人
数和参赛项目数量最多的一次，居
山东省首位。

2022 年山东省第十一届残疾
人运动会上，青岛代表队勇夺172.5
枚金牌、83银牌、53铜牌，实现了青
岛作为非主办城市夺得金牌榜、奖
牌榜、总分榜三个第一，完成竞赛成
绩和精神文明双丰收，继续保持青
岛市残疾人竞技体育在全省的“龙
头”地位。

赛场外，越来越多的残疾人朋
友享受到了体育运动带来的精彩。
在城阳区星空智程康复中心，残疾
学生广泛参与学校组织的啦啦操、
旱地冰壶等运动项目，菁菁校园更
添欢笑与活力。此外，“残疾人冰雪
运动季”活动不仅吸引了不少市民
前来了解残疾人冰雪运动，也让越
来越多的残疾人朋友参与到冰雪运
动项目中来……

在残疾人体育走向世界的背后，
是我市残疾人事业的蓬勃发展。作为
折射社会温度与幸福度的镜子，残疾
人生活环境持续向好。

近年来，青岛市将残疾人事业全
面纳入发展规划大局，密织民生保障
网络，提高公共服务水平，丰富就业服
务形式，不断提高残疾人的生活品质，
持续改善残疾人事业的发展环境，残
疾人事业发展取得了显著成效，全市
残疾人的获得感、幸福感大幅提升。

凝心聚力
提升残疾人服务保障水平

近年来，一组组数据见证岛城残
疾人事业长足发展：在全省率先出台
农村非低保残疾人家庭生活用水气暖
费用减免等优惠政策，共惠及残疾人
家庭10万余人，推动农村残疾人生存
状况得到显著改善。提升民生保障水
平，全面落实残疾人“两项补贴”政策
和动态调整机制，推动“两项补贴”资
格认定申请“跨省通办”，共发放困难
残疾人生活补贴14.8万人次、约5.4亿
元，护理补贴35.5万人次、约7.2亿元，
牢牢兜住“两不愁三保障”底线。织密
民生保障网，落实残疾人参加居民基
本养老和医疗保险补贴、个体户养老
和医疗保险补贴、意外伤害保险、医疗
救助等惠残政策，政策受益达61万余
人次，推动民生保障基础持续巩固。

市残联党组成员、副理事长宋宗
涛表示，提高服务水平，消除和解决残
疾人面临的各种问题和障碍，促进残
疾人平等参与社会生活，是做好残疾
人工作的根本任务。

对于视障人士来说，独立出行乘
车是一种挑战。“在公交车站，需要不
停地问路人，非常不方便。”生活中，不
少视障人士都存有这样的担忧。为
此，2019 年，青岛市市办实事为 4000
辆公交车安装“叨叨巴士”公交导盲
系统，视障人群出行从此不再困难。

记者了解到，近年来，我市不断加
大基本公共服务的供给，助力残疾人
平等参与社会生活。制定出台青岛市

“十四五”残疾人家庭无障碍改造实施
方案、青岛市无障碍环境建设“十四
五”实施方案等政策，优化无障碍环境
建设举措，打造“有爱无碍”城市建设
品牌。在全省率先推行公交导盲“叨
叨巴士”系统，覆盖全市227条公交线
路、3651 个公交站点，极大方便了残
疾人出行。创新实施家庭无障碍改
造，投入资金约 2200 万元，累计惠及
残疾人家庭5300户，极大改善残疾人
居家生活环境。

福祉完善
“很多方面走在世界前列”

“青岛的残疾人福祉非常好，很多
方面已经走在了世界的前列。”在实地
考察青岛市残疾人生活情况后，康复
国际前主席让·曼斯拉肯给出了这样
的评语。

生活中，就业是残疾人改善生活
的重要条件，也是他们全面参与社会
活动、成就自我理想与尊严的关键。
广大残疾人不仅渴望融入社会、展现
自我，更希望过上和健全人一样幸福
的生活。

今年5月16日，在第三十三次全
国助残日之际，青岛市残联联合市人
社局、国资委在青岛人力资源市场举
办“青岛市2023年残疾人就业专场招
聘会”，以市场撬动就业，促进残疾人
事业全面发展。

解决好残疾人群体的就业，关系
到残疾人及他们家庭生活的幸福指
数。近年来，我市落实“六稳”“六保”
工作要求，把就业作为残疾人平等发
展、融入社会的重要途径，高密度制定
了《关于进一步做好残疾人就业创业
有关问题的通知》《关于进一步推进残
疾人辅助性就业的实施意见》等残疾
人就业创业系列政策文件，全面推进
残疾人就业创业工作的开展。

运用残疾人就业大数据，通过就
业失业管理系统，全面掌握我市残疾
人就业状况，逐步实现就业服务精准
化、专业化、高效化；通过职业技术培
训、技能大赛等方式，不断提高残疾人

职业技能水平；通过动态化管理残疾人
就业和职业培训系统，为每一位有服务
需求的就业年龄段残疾人提供个性化、
针对性的“一对一”就业服务。截至目
前，青岛全市现有残疾人41.66万名，持
证残疾人20.95万名，其中就业年龄段残
疾人9.3万余名，实现就业5.2万余名，占
就业年龄段持证残疾人总数的 56.7%，
持证就业年龄段残疾人有就业能力和就
业意愿的实现就业率达到92%。

精准施策
推动实施“522”工程

今年 4 月，在青岛市残疾人联合会
第八次代表大会上，我市对未来五年全
市残疾人事业发展作出蓝图规划。市残
联党组书记、理事长张艳表示，未来五
年，我市将继续加快发展残疾人事业，扎
实推进《青岛市残疾人事业发展“十四
五”规划》目标任务落地落实，推动实施

“522”工程，高质量打造“五个体系”，着
力织就“两张网”，实现“两个全面提升”，
努力推动新时代残疾人事业创新发展、
持续发展、领先发展。

高质量打造残疾人生活保障体系；
高质量打造残疾人康复服务体系；高质
量打造残疾人关爱服务体系；高质量打
造残疾人就业服务体系；高质量打造残
疾人维权服务体系。

着力织就“两张网”，在促进残疾人
服务方式全面优化上见实效。推进“一
网通”网上办事服务，打造数字化助残服
务综合智慧平台；推进“一站式”网格化
管理服务，打通残疾人工作“最后一米”。

实现“两个全面提升”，在促进残
疾人稳定增长的获得感幸福感上见实
效。实现残疾人物质生活全面提升，
加大困难残疾人临时救助；实现残疾
人精神文化水平全面提升，落实中国残
联、山东省残联、青岛市政府三方共同推
动国家残奥运动高质量发展战略合作工
作，积极争取国家残奥冰球、羽毛球、跆
拳道、自行车等残奥运动队落地青岛并
做好队伍组建、训练、保障等工作，让
更多残疾人参与体育运动并享受体育
康复带来的快乐，进一步增强获得感、
幸福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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