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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潍坊

C07

本报5月19日讯(记者 赵松
刚)5月19日是全国助残日，今年
助残日活动的主题是“帮扶贫困
残疾人”。19日，潍坊市残联举行
向贫困残疾人免费配发辅助器
具活动，向贫困肢体残疾人免费
颁赠轮椅、装配假肢、配发助视
器，并为25名重度听力障碍儿童
植入人工耳蜗。

19日上午9点，潍坊市在综
合服务中心举行向贫困残疾人

免费配发辅助器具活动启动仪
式。仪式上，潍坊市残联向400名
贫困肢体残疾人免费颁赠轮椅，
为100名下肢残疾人免费装配假
肢，为320名低视力儿童免费配
发助视器，为25名重度听力障碍
儿童免费植入人工耳蜗。

与往年不同的是，这次活
动的现场并没有邀请受捐助的
残疾人来到现场，而是分发给
各县市区残联单位，再由各县

市区残联单位发放到贫困残疾
人手中。

在现场，县市区残联单位签
订一份《潍坊市向贫困残疾人免
费配发辅助器具活动任务书》，
领取捐赠器具，完成为贫困残疾
人免费配发辅助器具任务。及时
将轮椅等辅助卡发放到受助对
象手中，按时组织肢体残疾人进
行肢体取型，组织聋儿筛查，并
将受助对象申请表报市残联办

公室、康复部。
潍坊市残联康复部主任方

玉颖说，各县市区免费配发辅助
器具活动任务分配数量，是按照
各县市区的上报情况和各县市
区人数情况制定，最大程度的帮
助需要帮扶的贫困残疾人。另
外，来自潍坊医学院的志愿者们
在这次活动中提供全程服务。在
活动现场，他们负责将轮椅等捐
赠器具搬上车。

潍坊市残联副理事长姜林
矫告诉记者，这次活动本着节
俭、务实、方便残疾人的原则，没
有请受捐赠的残疾人到现场接
受捐赠。这也是对受捐赠者的尊
重。另外，姜林矫介绍，对残疾人
的帮助，授之以鱼不如授之以
渔，更重要的是教给他们“造血”
能力，提供技术、就业培训，让他
们活得有尊严，学会赚钱本领，
自己挣钱，养家糊口。

845名贫困残疾人获辅助器具
本着节俭、务实、方便残疾人的原则，没有请受捐赠的残疾人到现场

本报5月19日讯(记者 王
琳)19日上午，奎文区民生街社
区的工作人员开车送陈志闯
和84岁的老母亲到附近的华
星医院做血常规检查，下午
又将检查结果送到了他们家
中。据了解，“免费查体”
是民生街社区内残疾居民的
节日“福利”，社区内近300

名残疾人及家属获得了“免
费查体卡”，对于情况特殊不
便出门的个别残疾居民，社区
还“专车接送”。

17日上午不到9点，收到
通知的残疾居民早早来到了
民生街居委会内，向工作人员
申领价值200元的“免费查体
卡”，拿着这张卡可以到附近
的华星医院进行免费查体，包
括肾功三项、血常规、彩超、心
电图等多项检查。

“我和妻子还从来没有到
医院查过体，更不知道自己有
没有病。”今年36岁的别怀坤

拄着双拐，走起路来十分艰
难，他和妻子都是残疾人，就
靠低保金生活，平时根本没有
钱去检查身体状况，这次收到
社区通知可以免费查体，就赶
快来领卡了。

“我们社区一共有56名残
疾人，再加上他们的家属，一
共发出去了近300张免费查体
卡。”居委会王建英主任说，他
们可以拿着卡随时去医院查
体，另外对于那些情况实在特
殊无法单独出门的残疾人，还
有“专车接送”。当天上午发完
卡后，华星医院就用车接走了
武红卫和陈志闯母女到医院
查体，社区专门派了工作人员
跟着一路上照顾他们。

“希望通过这样的义诊活
动，能让社区残疾人及时发现
潜在的病情。”王主任说，今后
社区会多开展此类关爱残疾
人的工作，让他们感受到社会
大家庭的温暖。

社区联系附近医院开展助残活动

近300名残疾人及家属免费查体

农民拄双拐开照相馆

免费为残疾人照相
程永新，1963年出生在临朐

县东城街道程家台子村一个贫
困农民的家庭，出生两个月因发
高烧导致小儿麻痹，八个月的时
候失去了母亲，父亲有病常年需
要照顾。在艰难困苦中程永新上
到初中毕业，但因为交不起4毛
钱的照相费，而没有照上毕业
合影。当时他发誓将来一定要
有台自己的照相机，为残疾人
免费服务。现在他拥有一家面
积不大的照相馆，只要是残疾
人来照相他一律免费，有时他
还会主动到贫困老乡家里为他
们免费照相。

2005年，在好心人的帮助
下，他在家附近开设了一家照
相馆，从此他真正有了属于自
己的工作室。程永新说，自己
温饱问题解决了，更应该去帮
助更多需要帮助的人。

现在他的照相馆成了附近
残疾人的联络点和落脚处，这
个照相馆被残疾人朋友形象地
称为“残疾人之家”。“他照相
收费一般很低，能挣钱填饱肚子
就行，碰上残疾人就主动给人家
免费服务，有时候还主动上门服

务。”残疾人小刘说，邻村的一位
残疾人过生日，零下十几度，滴
水成冰，又下起了大雪，程永新
的三轮车发动了五十多分钟才
起来，到了地方，程永新拄双拐
的手都冻僵了，刚进门口就摔倒
了，但是他还是为这位残疾人照
了过生日的相片。

记者了解到，程永新不仅免
费为残疾人照相，而且还在其他

方面照顾残疾人。几年来，他共
组织和帮助20多名残疾人到卧
龙硬质合金厂和威王电池有限
公司就业。他还带着一些相对富
裕的残疾人去帮扶家庭困难的
残疾人。程永新说，他自己是一
个吃过苦的残疾人，只要有能力
就要去帮助其他残疾人，让他们
少吃点苦，多一点快乐。

本报记者 丛书莹

5月19日是第二十三个全国
助残日，中和园社区在18日早上
举办了“残疾人才艺培训班”，让
有才艺的残疾人为其他残疾人

“授课”。
上午九点，来自中和园社区

的近30位残疾居民整齐地坐在
居委会大厅内“听课”，为他们上
课的两位“老师”同样也是残疾
人。今年66岁的于效政坐在轮椅
上已经近40年了，老人年轻时是
一名建筑工人，在一次高空作业
时摔了下来，身体下肢瘫痪。

“我因伤致残后每天都练习
书法，每天至少要写两三个钟
头。”老人说，他年轻时曾拜过名
家当老师，后来尽管残疾了也
没有放下这个爱好，因两腿不
能站立，同样写一幅作品，要
比健全人多付出好几倍的时间
才能完成。

“每当我写书法时，什么
痛苦也都忘了。”于效政老人
说，身体残疾后他曾十分绝
望，后来慢慢地通过练习书法
充实生活，陶冶了精神忘记了

烦恼。老人说，得知这次社区
想请他教其他残疾人练习书
法，很快就答应了，他希望别
的残疾人也能像他一样，学点
爱好充实生活淡化痛苦，他要
将自己的“快乐法则”传授给
其他残疾居民。

才艺培训课程结束后，社
区居委会工作人员还为这些残

疾人发放了大米、花生油等生活
用品。社区书记高维顺说，今后
每月会开展两次残疾人才艺培
训班，一方面让残疾居民有机会
学点才艺充实生活，另一方面也
为他们搭建交流的平台，有更多
的机会在一起相互开导更乐观
地生活。

本报记者 王琳

近40年坚持在轮椅上练书法

残疾老人想将快乐传递给他人

程永新给记者展示他拍的照片。

于效政（中）给记者展示他写的书法。

◎坚强人生◎

本报5月19日讯(记者 马
媛媛 )记者从卫生部门了解
到，多数疾病得不到及时治疗
或不够重视都会致残，脑卒中
由于具有高发病率、高病死
率、高复发率和高致残率等特
点，已成为成年人致残的第
一原因。

潍坊医学院附属医院副
院长、神经外一科主任曾现
伟 博 士 在 接 受 记 者 采 访 时
说，脑卒中是致残率很高的
疾病。据统计，在存活的脑
卒中患者中，约有四分之三
不同程度地丧失劳动能力，
其中重度致残者约占40%。脑
卒中已对国民的生命健康造
成严重威胁。根据国家医改
重大专项“脑卒中高危人群
筛查和干预项目”近期的分
析数据显示，我国40岁以上
罹患脑卒中的人群高达1036

万人，每12秒有一个中国人发
生卒中，每21秒有一个中国人
死于卒中。

曾现伟副院长介绍说，潍
坊医学院附属医院作为潍坊
地区唯一的卫生部脑卒中防
治与筛查基地医院，从近几年
的筛查和防治情况可以看出，
潍坊市民对脑卒中疾病的认
识在提高，但防控意识依然不
足。他介绍说，从潍坊各个医
疗机构接诊数量来看，脑卒
中患者呈增多趋势。

曾 现 伟 副 院 长 提 醒 市
民，引发脑卒中的危险因素
主要有吸烟、过度饮酒、肥
胖、高血压、糖尿病、血脂
异常等。为预防脑卒中，一
般 人 群 一 定 要 注 意 戒 烟 限
酒，适量增加运动；高血压
患者应按时、按量服用降压
药物，定时监测血压，将血
压控制在正常或相对正常的
水平；糖尿病和血脂异常的
患 者 ， 应 控 制 好 血 糖 和 血
脂。脑卒中是一种可防可治
的疾病，只要控制好危险因
素，就能降低其发病几率。

脑卒中是成人致残首因
每12秒就有一人发生卒中

曾现伟副院长提醒潍坊
的脑卒中患者和高危人群，
一 定 要 及 时 检 查 ， 及 时 治
疗，对于家庭贫困的患者，
可以通过潍坊医学院附属医
院递交申请表，进行脑卒中
的免费治疗。

曾现伟副院长介绍说，根
据救助政策，每年医院可为2

万名脑卒中患者进行免费筛
查和治疗。他介绍说，脑卒中
是可预防可干预的疾病，针对

高危人群筛查并及早开展干
预，能够有效遏制脑卒中的发
生和发展。通过完善脑卒中防
治体系和工作机制，积极推进
慢性病健康管理与脑卒中高
危人群筛查与干预的有机结
合，逐步完善脑卒中等重大疾
病的保障政策，努力减轻患者
负担，使更多的脑卒中患者得
到及时有效的治疗。

本报记者 马媛媛 实
习生 陈李

贫困脑卒中患者可申请救助相关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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