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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创助残

民间老手艺纳入创业孵化中心

用酒精将玻璃瓶进行消毒；根据玻
璃瓶的大小形状来修剪花材；用镊子将
花材放入玻璃瓶，根据自己的喜好及干
花的不同颜色，调整花材的摆放位置；沿
着瓶口加入保鲜油；拧好盖子，一个个精
致的浮游花作品就完成了……这些，均
出自蓬莱区残疾人创业孵化中心的残疾
人之手。

据了解，蓬莱区残疾人创业孵化中
心成立于2018年3月，是蓬莱区首个残疾
人创业孵化中心，也是全省首个由残联
系统申办的创业孵化机构，将残疾人创
业与传统文化资源、地域特色资源以及
各种非物质文化遗产结合起来，形成了
蓬莱区残疾人创业的特色和品牌。

此外，书画班等课程也吸引了很多残
疾人。秋雨绵绵，也未能阻挡残疾人学员
对书画艺术的渴求。一大早，肢体残疾人
王圣秋，披着雨衣，开着自己的电动轮椅
车来到蓬莱区残疾人文化创业孵化中心。

“我从小就喜欢书画，可惜没上过系统的
培训班，早就盼着能有咱残疾人专门的书
画班，感谢残联为我们提供这么好的学习
平台，这次一定跟着老师好好学学。”王圣
秋激动地说。

“在传统的认知中，残疾人往往是需
要大家扶持的群体。大众往往会忽视这些
为社会做出贡献的残疾人，他们凭借自身

永不放弃的精神，顶着身体和心理的压
力，勇敢地站在时代的前沿做着奉献。而
我们的孵化中心就是要让残疾人充分地
融入社会，甚至可以作为培训师去进行研
学活动，去帮助更多需要帮助的人。”蓬莱
区残疾人创业孵化中心主任杨红旗告诉
记者。

中心通过“菜单式”、“订单式”的文化
培训方式，开设各种培训课程，让有就业
需求和创业梦想的残疾人通过培训，实现
从业创业梦想，走上脱贫致富之路。截至
目前，孵化中心已经培训了几百名残疾
人，同时带动了上百名残疾人创业。

文化助残

圆残疾人舞台梦

淄博市残疾人追梦艺术团是一片被艺
术渲染的天地。9月16日，57岁的崔雪梅正
坐在椅子上表演舞蹈和太极相融合的太极
扇舞。她告诉记者，追梦艺术让她从1999年
的车祸中走了出来，圆了她的舞台梦。

据悉，艺术团推出的“圆残疾人舞台
梦”项目，先后让300多名残疾人登上舞台
放飞梦想，实现了他们的人生价值。艺术
团还充分发挥自身优势，连续5年开办声

乐、舞蹈等公益艺术培训班，免费培训辅
导残障人文艺爱好者3900余人次。

残疾人赵艳芳之前一直闷在家里做
刺绣，一度有过轻生的念头，如今在淄博
市临淄区阳光残疾人文体艺术中心，她满
脸笑容。“在这里确实让我感觉挺舒服的，
没有心理压力，在家也没这么多话，也没
这么开心，和朋友们说说笑笑的多好啊，
还能接点活，一举两得。”除了缝纫、刻纸、
编织等传统文化艺术培训，残疾朋友还可
以参加中心组织的声乐、电商、心理讲座
等现代艺术的学习交流。

在临淄区众爱长者养护中心，热情的
服务气氛环绕着每一位贫困残疾人。中心
着力打造“1+1+N”温馨残协，手拉手助力
脱贫攻坚，引进一个助残项目，打造一支
志愿者队伍，托起残疾人生活一片蓝天。

记者了解到，为适应居民生活服务便
利快捷需求，临淄全区镇、办密织服务网
络，创建“一站、一点、一队伍”，即镇办设
立服务站，社区村居设服务点，点上跟踪
服务队，镇办服务站1+1:居家养老服务站
与镇办残联手拉手，设在镇办残疾人之
家，站长由残联专职委员兼或全职担任。
中心在全国首创了“扶贫+助残+养老”的
服务模式，以文化扶贫、电商扶贫等方式，
实现脱贫不离家，岗位送上门，先后有20
多个残疾家庭中走出来的妇女在岗就业。
中心联合部分爱心企业联合打造的“众爱
优品购”，帮助残疾人建立网上销售渠道，
让许多残疾朋友实现了收入零的突破。

据了解，围绕繁荣残疾人文化和促进
残疾人就业创业，省残联在全省开展了残
疾人就业创业(文化)示范基地培育活动，
安置带动残疾人就业900余人，探索出多
种残疾人文化就业新模式。

助残脱贫，决胜小康

山东蓬勃发展的残疾人文化产业

蓬莱区残疾人创业孵化中心已带动上百名残疾人创业。

2020年是脱贫攻坚战的收官之年,10月，华东地区残疾人文创作品展也
将在我省举办。为宣传我省残疾人文化和脱贫攻坚经验典型，近日，齐鲁晚
报·齐鲁壹点记者跟随省残联深入烟台、淄博等地，推出山东省残疾人脱贫
攻坚专题报道。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
记者 张如意

对困难群众
变“帮”为“找”

9月18日上午，正在寿光市
人民医院接受治疗的张志强(化
名)收到了16000元的救助金，
这对他来说无疑是雪中送炭。
“我这什么材料也没准备，就
是昨天上口镇民政工作人员打
电话核实了一下情况，救助金
就到了，没想到这么快，这真
是解决了我们家很大一部分资
金问题。”张志强的妻子邱云
(化名)说。

前几日，家住上口镇的张
志强在家意外摔倒，经医院诊
断为创伤性蛛网膜下腔出血，
“每天费用大约5000元。”邱
云说，夫妻二人日常以打工为
主，有一女儿已出嫁，儿子正
在上小学，家庭难以承担。

9月16日，寿光市民政局救
助科工作人员在水滴筹上发现
了张志强进行筹款的信息，第
一时间与上口镇民政助理对筹

款信息进行了核实。鉴于该特
殊情况，寿光市民政局、市慈
善总会决定为其家庭开通社会
救助绿色通道，先给予救助后
补办相关手续，从发现该家庭
困难情况到资金到位仅用了1天
时间。

“变帮困难群众为找困难
群众，寿光市民政局通过建立
镇村两级信息员队伍、发挥公
益组织志愿者作用、关注“水
滴筹”等网络慈善募捐平台三
条途径实时监测，今年已主动
发现并帮扶困难群众629户、
1037人。”潍坊市民政局救助
科科长李慧表示，今年以来，
潍坊市民政局将做好困难群众
基本生活保障作为一项重要的
政治任务，结合脱贫攻坚行
动，进一步织密编牢兜底保障
网，保证困难群众及时得到救
助。

精准落实
特困人员救助供养政策

近年来，山东社会救助工
作坚持聚焦脱贫攻坚、聚焦特
殊群体、聚焦群众关切，发挥

了在保障基本民生、打赢脱贫
攻坚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等
方面的积极作用。

为加强农村低保制度与扶
贫开发政策的有效衔接，山东
先后出台《山东省最低生活保
障管理办法》《关于进一步做
好困难群众基本生活保障工作
的通知》等政策文件，改革完
善刚性支出扣减、财产认定、
赡养费计算、低保渐退等低保
政策规定，实施“重病重残单
人保”政策，进一步放宽低保
认定条件，扩大了低保兜底保
障范围。

精准落实特困人员救助供
养政策，指导各地规范签订特
困人员照护协议，推行特困人

员照料护理服务卡制度，落实
“五有”要求(有照护协议、有
服务标准、有定期探访、有动
态管理、有应急预案)，压实照
护责任；加大县级特困人员供
养机构和中心敬老院建设力
度，连续4年开展养老院服务质
量提升专项行动，《养老机构
服务质量基本规范》达标率达
到98%。

在临时救助工作方面不断
加强和改进。记者了解到，山
东临时救助标准由城乡低保标
准的3-6倍统筹提高到城市低
保标准的 3 - 1 2倍。此外，建
立乡镇(街道)临时救助备用金
和小额临时救助乡镇(街道)直
接审批制度，实行急难情况24

小时先行救助，提高了救助时
效。目前，全省117个县市区将
社会救助审批权委托下放乡镇
( 街 道 ) ， 有 效 提高了救助效
率。

“十三五”期间，我省城
乡低保标准年均增长5 . 84%和
1 1 . 1 5 % ， 城 乡 低 保 标 准 由
2 0 1 5 年的每人每月 4 7 2 元、
283元增长到现在的每人每月
6 2 7元、4 8 0元。特困人员救
助供养标准实现了由按供养方
式到按个人自理状况确定的转
变，城乡特困人员基本生活标
准由 2 0 1 7 年的每人每月 7 5 2
元、484元增长到现在的每人
每月9 0 2元和6 4 6元，年均增
长6 . 3%和10%。

社会救助事关困难群众基本生活和衣食冷暖，体现着一
个社会的爱心和温度，关系民生、连着民心。近年来，我省社
会救助工作按照“兜底线、织密网、建机制”的要求，聚焦脱贫
攻坚、聚焦特殊群体、聚焦群众关切，扎实推进社会救助兜底
保障工作，为全省高质量打赢脱贫攻坚战作出了积极贡献。

潍坊市民政局工作人员看望困难群众送上慰问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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