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4年1月29日 星期一
责任编辑：刘懿 组版:王宏伟 校对:徐曦7

□本报记者 何奕欣 实习生 黄子樱
通 讯 员 马佳玥 陈洋

“明年要开一家新店！”31岁的汤
晔是听障人士，去年他在区残联帮助
下实现了开咖啡店的梦想，还享受到
了自主创业补贴政策。1月28日他
告诉记者，新的一年又有了新目标。

记者了解到，在常州经开区，许多
公益助残项目正从“输血型”向“造血
型”转变，为残疾人实现自我价值打造
多元平台，越来越多残疾人用劳动创
造价值、实现自我，惠残、助残工作托
起了“稳稳的幸福”。就在本月，常州
经开区社会保障局和区残联共同开展
就业援助月活动，举办残疾人招聘会，
现场初步达成就业意向5人，区残联
广泛开展“入户访视”专项行动，7名
残疾人在帮扶下实现就业。

一场培训敲开就业大门

“这边养了一些鸡鸭鹅，工具房后
面圈了一块出来养羊，笼子里还有3
只兔子。”家住遥观镇湖头村的王刚开
启了自己的养殖新事业。王刚小的时
候神经受到损伤，腿脚不便，平时生活
比较困难。

去年7月，江苏省残联举办了一
期水产养殖培训，王刚主动报名。培
训丰富了他的知识储备，也开拓了他

的思路，他开始探索水产养殖，但家周围
没有合适的水域，用鱼缸培育鱼苗又失
败了，王刚的创业尝试遭受了挫折。

这时，王刚想到邻居之前养过一些
家禽，他转变思路，目光从“水里游的”转
向了“地上跑的”。他利用网络平台学习
养殖知识，又去了解产品销路，最后选定
常见种类的家禽、山羊、兔子作为自己的
养殖产品。

“买了一只母羊，现在它已经生了4
只小羊羔。我准备把羊圈加大一点，再多
养几只，后面如果销路好，就去村委申请
一块地扩大养殖规模，再请几个专业技术
人员来帮忙。”对未来，王刚充满信心。

近两年来，常州经开区残联积极开
展多元化就业培训：依托常州经开区人
力资源市场开展技能提升培训；依托“残
疾人之家”举办烘焙、揉接、纺织综丝等
职业技能培训；组织选手参加市残疾人
就业创业典型讲演比赛……除此之外，
区残联还帮助残疾人链接省级、市级培
训资源，促进残疾人在农业生产、电商运
营等方面实现就业创业。

自食其力让未来充满希望

家住潞城花苑的郑女士在电缆厂做
后勤，因为视神经萎缩，看东西不太清
楚。她有个美好梦想：把健康的有机菜
品分享给更多人。

她跟关系要好的同事陈女士一拍即

合，采取微信群预订形式，根据预订数量
从供货商那里拿菜，收取10%比例的配
送费，将菜品分类后配送到附近几个小
区门卫室，方便小区居民吃上新鲜健康
的放心菜。

“我们一开始把菜放在小区门口，
但会挡住道路，下雨天也不方便，就想
开一家农产品店进行中转。区残联给
我们提供了一次性创业资金补贴，还帮
助我们解读创业政策、办理经营执照。
通过这个农产品店，也能获得收入贴补
家用。”郑女士介绍，店面租赁满半年
后，她还可以申请场地及租金补贴，减
轻店租压力。

“终于凭一技之长，更有尊严地生
活。”汤晔说。从2022年的三堡街后备
厢集市摆摊到2023年宋剑湖科技产业
园的“无声咖啡店”，他的梦想落地生
根。除了咖啡店，汤晔还和弟弟汤浩一
起经营了一家炸鸡店，目前营业状况良
好，收入稳定。

据悉，常州经开区残联落实一次性
自主创业补贴、场地及租金补贴政策，鼓
励和扶持残疾人参与就业创业。去年为
3名自主创业的残疾人发放补贴4.9万
元。

精准帮扶打通无障碍入职路

“我们企业按比例安置残疾人就业，
大概有130名残疾员工。”江南实业集团

有限公司人力资源部部长吴伯欣介绍，
江南实业逢年过节都会走访残疾员工家
庭开展慰问活动。

员工高强左手高位截肢，加入江南
实业后，在仓库当管理员，只能一只手操
作电脑的他为了不耽误进度，每天加班
练习，如今开展工作驾轻就熟。后来，他
晋升为物资班长，在常州安家落户。“企
业为我提供适合的岗位，我非常珍惜，通
过劳动获取报酬，我实现了自我价值，感
受到幸福和成就。”高强表示。

吴伯欣说，集团每年跟区残联沟通，
预留合适岗位，对接有就业需求的残疾
人。一些残疾员工已经胜任电气操作
工、能介操作工、生产辅助操作工、环卫
工、仓管员。

常州市中淘家居用品有限公司是电
商企业，作为常州经开区首个省级“美
丽工坊”示范点，为残疾妇女开展就业
技巧培训，开展掐丝珐琅画制作、手工
香皂制作和DIY爱心烘焙等生产。产
品通过中陶家居搭建的线上平台售卖，
帮助残疾群体增收。在公司资深主播
教授下，多位残疾妇女开通直播账号，
在平台上分享残疾人之家的日常工作、
生活等内容。

今年，常州经开区残联还将通过大
数据梳理残疾人就业需求，开展“人岗匹
配”培训、“精准送岗”就业指导工作，实
现辅助性就业。

常州经开区为残疾人就业“铺路搭桥”

“凭一技之长，更有尊严地生活”

□本报记者 李垚 通讯员 李玉和

打开公寓门后，迎接横林镇新春
上门慰问志愿者的是小王的父母，两
位白发苍苍的老人。27岁的小王，是
长期居家的精神障碍患者。

小王的家在横林新乐一村，一户
两居室的老房子，房子不大，阳光洒进
来，充满了明亮的光线。面对上门慰
问的政府工作人员，在房间抱着两个
篮球的小王像个小孩一样，不停地搓
手，观察对方反应。

“不是遗传，他本来应该不笨的，
可惜难产，医生用产钳夹到了头才这
样。”每次镇上工作人员上门慰问，这
句话，小王妈妈都会强调。

为了治好小王，老两口去了不少
地方，但从年轻力壮到白发苍苍，随着
护理时间的无限延长，老两口的心态
也发生了变化：“现在唯一想的就是，
我们走了，他怎么办？”小王妈妈说。

“碍于自尊和面子，不到万不得
已，有些家属不愿意承认，更不愿意
让别人知道自己家里有这么一个病
人，尤其是这个患者年纪还不是很大

的时候。”上门慰问的横林镇行政审批
局副局长周秋月说。符合条件的精神
障碍病人要办理相关的补贴，家属需要
自己提交相关申请。在横林镇，依然有
一部分家属不愿意为病人办理精神残
疾人证，“那些居家照顾精神障碍患者
的家属，很多就像‘隐形人’一样，默默
承受一切。”

长期照顾下来，很多居家照顾的精
神障碍患者成为了全家人的“情绪开
关”，随着病人病情的变化，家属们的自
我情绪也被无限拉长。

“她好的时候，一切都好；她不好了，
我们也不好了。”同样住在新乐一村的住
户贵芳说，孙女乐乐的情绪状态就是全
家人的晴雨表。

乐乐父母离异，父亲因为精神障碍
疾病长期住在牛塘医院，目前和奶奶贵
芳同住。老旧的公寓楼内，家里收拾得
井井有条，在横林镇工作人员春节上门
探望时，奶奶还欣慰地说，状态好的时
候，乐乐还能帮助两位老人做点力所能
及的家务活。

被迫关在家中，是部分精神障碍
患者的窘境，让这些居家的精神障碍

患者顺利回归社会，则成为了这些精
神障碍患者家属心中一个“不愿说”的
心愿。

封闭的环境和开放的渴望，矛盾如
何破解？

2023年，横林镇德康驿站成立，并
在瑞丰社区设立了350平方米的活动中
心，有阅览室、职业康复室、心理咨询室、
多功能康复活动室、体能训练室、艺术治
疗室等功能区域的配套设施，引入第三
方家悦社会工作服务中心日常运营，这
是专门为精神障碍患者提供集中康复、
回归社会的阵地。

“驿站不只是帮助精神障碍病人康
复、消除疾病症状，也要让病人重新获得
生活意义、人生目标，回归社会。”周秋月
说，精神障碍患者的康复是另外一种意
义上的双向奔赴：驿站可以为家属照顾
者提供及时、正确的资讯、照顾建议及药
物随访，家属也要积极地反馈精神障碍
患者的情况、参与活动，给予被照顾者更
多支持。

“部分严重精神障碍患者散居在农
村，身体不适且交通不便，为此，我们把
一周一次的康复训练下沉到各个村社

区。”德康驿站康复师费学良说。康复课
程的学科很简单，也很日常，“学会一个
人坐公交车、一个人花钱买菜，都是教一
些基本的自理能力，再在他们的课程中
加一些逐步恢复正常交往的科目。”

除基本课程，德康驿站还利用当地
特色资源，联合打造红联村小菜园农疗
基地，开展横林掐丝珐琅画教学，为康
复员提供增收机会。同时在德安医院
专业康复师的指导下开设了音乐疗愈、
原生艺术治疗等特色课程，深受康复员
的喜爱。

令人欣喜的是，横林德康驿站开设
后，不少学员逐渐掌握了自理能力，学
会了基础社交，尝试返回社会。“驿站开
放不到一年，取得的成绩非常令人惊
喜。”驿站志愿者陶婷婷说，“长期以来，
横林精神障碍患者的康复治疗只能通
过医生上门或患者到院进行，而驿站为
患者康复提供了开放、包容的环境，真
正成为了一座精神障碍患者联通社会
的桥梁。”

截至目前，横林镇德康驿站服务辖
区精神障碍患者322人，其中机构内服
务21人、接受居家服务301人。

德康驿站：点亮“不愿说”的心愿

□本报记者 孙婕
实 习 生 黄子樱 通讯员 韩昊霖

“老韩，难得见你下来遛弯。”“老
韩，这回带着新伙伴来散步啊？比以
前稳多了呀。”

“工作人员帮我匹配两轮助行器，
比拐杖方便多了，新年不用担心磕倒
了。”1月25日下午，阳光明媚，横山桥
镇居民韩生新在小区花园里踱步，回应
邻居们的招呼。他的身前是一台两轮
助行器，一周前通过常州经开区康复辅
具社区租赁点适配而来。碰到障碍物
后，他停顿一下，推着助行器调整方向，
便可绕行障碍物。

63岁的韩生新幼时患病导致双
目失明，除了明杖，还有一根不离手的
拐杖。

这些年，嫂子徐建琴一直负责韩
生新的照顾起居：“我得一直牵着他，
防止他磕碰摔倒或是撞到他人。”

今年1月初，韩生新的拐杖断了，
得知区里提供辅具租赁，他便申请一
个四角拐杖。

一周前，徐建琴带着韩生新来到位
于横山桥的康复辅具社区租赁点领取用
品，工作人员王志成得知情况后，建议其

使用双轮助行器，“两轮设计非常省力，
最重要的是着力范围大，有一定的缓冲
空间，将人与障碍物隔开，避免使用者磕
碰摔倒，偶尔单独遛个弯都没问题。”

才上手体验，韩生新就喜欢上了
这个新“伙伴”。徐建琴坦言，这是几
年来她陪伴韩生新散步最轻松的时
刻，“第一次尝试解放我的双手。”

近年来，常州市借助全国首批国
家康复辅助器具产业综合创新试点地
区和国家康复辅具社区租赁服务试点
地区“双试点”的机遇，在康复辅具租
赁服务方面打造“购买服务、政企互
动、服务百姓”模式。2022年以来，常
州经开区提供服务超600人次。

记者注意到，2024年度十大民生
实事项目中，“常有众扶”工程就提及
开展康复辅助器具租赁服务，为符合
条件的困难群众提供租赁补贴。2023
年12月，常州经开区在横山桥和戚墅
堰各布局康复辅具社区租赁点，为低
保、低保边缘和特困群体提供双轮助
行器、语音收音机、语音电饭煲、颈椎
按摩器、轮椅等辅具租赁、适配服务。
一个多月来，登记人数便超过了140
人。租赁期为一年，如果申请人对产
品满意，到期后可以直接留下使用。

“常有众扶”的生动一幕——

老韩遛弯，有了新“伙伴”

本报讯（李垚 李玉和） 1月 24
日，横林镇瑞丰社区举办了一场翰墨
飘香清廉家风——写春联送春“廉”活
动，将廉洁文化与传统春联结合起来，
送“廉”送“福”。

“心正则笔正，一笔一画书写清风
正气，一静一动感悟‘廉’的崇尚。”活

动现场，来自常州经开区文化馆的老
师指导学生们挥毫泼墨，让廉洁意识
内化于心。

此次活动还招募了一批小小书法
爱好者，他们兴致勃勃挥毫泼墨，书写
出上百副对联和上百张“福”字，气韵
十足的作品洋溢着浓厚的新春气息。

瑞丰社区：写春联送春“廉”

本报讯（何奕欣 周春兰 实习生
黄子樱）“感谢社区对我这个听力残
疾老人的关爱和照顾帮助，值此龙年
新春佳节来临之际，上门做好事，为民
办实事。”1月24日，丁堰街道蓝山湖
社区居民、88岁高龄的杨师傅感激地
写下这行文字，感谢前来开展志愿服
务的网格员。

当天，蓝山湖社区联合第三方家
政服务公司开展“迎‘寒’而上、网格暖
心，窗明几净迎春节”活动，进一步弘
扬“敬老、爱老、助老”的传统美德。

活动当天，社区网格员、志愿者和
家政服务人员走进生活困难、独居老

人家中，拿起扫帚、拖把、抹布等清洁
工具，整理桌面、擦拭门窗、清洁地面，
把卫生死角都打扫得干干净净。看着
干净整洁的屋子，88岁高龄的杨师傅
开心地竖起了大拇指。

由于杨师傅患有听力障碍，网格
员便用写的方式与他耐心沟通。除了
卫生打扫，网格员、志愿者还陪老人聊
天、拉家常，了解老人身体和生活状
况，宣传燃气安全使用知识，普及流感
防治知识，暖心叮嘱及时添加衣物。

“快过年了，我们想给生活困难的
老年人送去一点温暖。”蓝山湖社区党
总支书记、居委会主任张丹说。

迎“寒”而上 网格暖心

窗明几净迎春节

本报讯（李垚 李玉和） 春节将
至，烟花爆竹经营销售进入旺季。为
进一步加强烟花爆竹各环节安全监
管，确保岁末年初烟花爆竹领域安全
生产形势持续稳定，切实保障人民群
众生命财产安全，近日，横林镇政法和

应急管理局与综合行政执法局、横林派
出所等部门联合开展烟花爆竹集中专项
排查整治行动，检查13家烟花爆竹零售
店以及横林、崔桥两个消费品综合市场
沿街商铺7家。

联合检查组对各烟花爆竹店和其储

存仓库经营资质、存储条件、消防设施、
管理制度等方面进行了详细检查，并对
存在的问题进行督导整改，切实消除了
安全隐患。同时，要求各烟花爆竹店合
法进货、经营，时刻注意消防安全，确保
不发生安全事故。

下一步，横林镇将持续保持高压态
势打击非法经营、存储烟花爆竹等行
为；也呼吁广大市民提高安全意识，前往
正规零售店购买烟花爆竹，注意烟花爆
竹的安全使用方法，共同度过一个平安、
祥和的春节。

横林镇开展烟花爆竹专项排查整治

本报讯（李垚）距离春节还有10
多天，年宵花市场也热闹起来。近日，
在常州经开区横山桥镇花乐园艺展销
基地内，消费者忙着将采购的花卉商品
打包装车。

“当前以企业客户批量采购或老
顾客预订为主，春节临近，散客也多
了，每天的出货量也在逐渐增加。”横
山桥花乐园艺的老板唐奇峰说，“目前
销售量最好是蝴蝶兰，也是每年年宵
花市场上的花王。”今年年宵花销售季

开始前，老唐特意去马来西亚、新加坡
等花卉业发展迅猛地区考察学习，也
带回了一些花卉新品。

“最近几年，买花的年轻人越来越
多，小而精的小型花卉成为了市面上
的新宠。”老唐在微信上，每天都会和
年轻顾客交流养花知识。2008年，
一直在夏溪从事花卉销售工作的唐
奇峰，回到家乡横山桥建立花乐园艺
绿化基地，主打精品路线，提供定制
服务。

年宵花俏，春意闹！

知年俗、寻年味、享年趣、逛
年集……1 月 28 日，一场温馨的

“年味”活动在潞城书院拉开序
幕。围绕“年”字，居民们开展传
统民俗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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