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融入社会 拥抱阳光
写在第29个国际残疾人日之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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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省兰州市残疾人托养就业康复
中心的日间照料中心内，37岁的朱晓君身
披白大褂，和七八个残疾人围桌而坐。他
们正在制作手工鞋垫，一旁的书架上摆满
了他们制作的锦盒、十字绣等手工艺品。

朱晓君是一名智力残疾人士。“以前
只能在家待着，每天就算是出门帮奶奶买
菜都觉得很高兴。”朱晓君说，现在我已经
在日间照料中心“上班”了。

从2012年开始，她在中心从事辅助工

作，帮助更多的残疾人进行康复训练。“我
现在是一名‘上班族’，一个月能挣 2300
元，有了存款，还有了‘五险一金’！”她笑
着说，虽然她说不清“五险一金”是什么，
但她格外自豪。

日间照料中心主任张桂文表示，目
前，日间照料中心共有9名残疾人，除了日
间看护，照料站还拓展了技能培训和就业
服务，通过简单、相对固定的工艺流程，组
织与其健康状况、技能相适应的简易劳动

加工，帮助残疾人开展辅助型就业。“残疾
人需要这样的平台和机会。只要有人带
着他们干，他们就能做力所能及的工作。”
张桂文说。

截至 2019年 7月，兰州市残疾人托养
就业康复中心先后收住重度残疾、肢体残
疾、精神残疾近 9500人次，托养残障人士
750余人次，同时为近 1200人开展了庇护
性就业培训。

“我是一名‘上班族’”

迈出家门、融
入社会，是残疾人
群体的朴素愿望，
更是社会治理难
题。近年来，越来
越多的残疾人通
过康复、培训以及
自己创业，融入社
会工作，拥抱美好
生活。在第29个
国际残疾人日，让
我们一起聆听他
们的故事。

“小时候，我的世界很小，从家里到盲
校，两点一线，从不敢朝外多迈出一步。
那时候，我就有个梦想，我一定要‘打破’
盲人的黑暗世界。”

今年 46 岁的曹军，是一家 IT 公司的
CEO。但二十年前，他还只是一个普通的
盲人按摩师。“那时候的手机，我们残疾人
根本无法使用，我经常借客人的手机摸，
试着使用它，心想如果盲人能用上这种高
科技，是不是我们的生活方式也会有很大
变化？”

童年的梦想让他下定决心，不仅要让

自己的生活越来越好，还要借助科技的力
量使更多盲人重获生命之光，沟通不再有
障碍。

靠着一句“你是否愿意和我一起改变
盲人的生活方式？”，他先后找了十多位程
序员，希望与他们合作，但都因工资低、没
前途等理由被回绝。在朋友的帮助和自
己的不断学习中，曹军攻克了源代码难
关，最终开发了手机读屏软件、公交车手
机自动报站系统、盲人GPS导航系统等多
种软件，让越来越多的盲人实现了信息的
无障碍交流。

今年疫情期间，为方便盲人及时了解
疫情信息，他和同事们远程协作办公，仅
用4天时间便开发了全国第一款公益性无
障碍疫情查询的微信小程序——“新冠无
障碍防护通道”，增强盲人朋友们的抗疫
信心。

“作为盲人，我还有很多梦想：我想让
盲人也能开自动驾驶的汽车；让他们牵着
电子导盲犬走遍祖国的大好河山；让他们
在仿生眼镜的帮助下，在天安门广场上看
五星红旗冉冉升起……为了这些梦想，我
愿用一生去挑战。”曹军说。 （新华社）

“‘打破’盲人的黑暗世界”

就业，是民生之本。就业是劳动者个
人和家庭的基本生活保障和生活改善的
主要经济来源，对于残疾人来说亦是如
此。

从今年10月下旬起，46岁的无锡市民
张平，每周都会来到无锡科技职业学院的
电子商务班上课。“18岁时工伤，左手四个
手指齐刷刷地没了。”张平说，肢体上的残
疾曾让他十分痛苦，但幸好当初参与了无
锡市残联组织的电动车修理培训班，他也

依靠这门手艺有了收入来源，月收入最高
时能达到7000元。

“是残联的培训项目让我有了自己的
专长，也让我对生活重新充满希望。”张平
告诉记者，靠修车起家的他，生活也慢慢
发生转变，他开始乐于学习，尤其痴迷新
鲜“物件”。

“电脑、网络直播，我现在都学会了，
今年我准备和朋友一起合作开个电动车
销售网店，让自己的日子过得更好。”张平

表示，电子商务班的培训让他信心倍增。
“希望日子过得好一些，只要不放弃，总能
闯出一条路。”他说。

无锡市残联相关负责人介绍，无锡有
各类残疾人口近30万，为帮助残疾人实现
就业目标，无锡建立了无锡开放大学残疾
人教育学院，同时设立无锡科技职业学院
残疾人职业技能培训示范基地，通过蛋糕
烘焙、电子商务等技能课程，让更多残疾
人实现就业。

“我有了自己的专长”

西安“静默咖啡”的店长王丽超（右二）指导三名店员制作蛋挞。
在陕西省西安市新城区北新街，这家名为“静默咖啡”的小店里的四名咖啡师，除了店长之外，其余三位均为听障人士。

虽是对外营业的咖啡馆，但其实这里也是西一路街道办事处、新城区残联以及西安凯越职业技能培训学校共同创建的一个
残疾人创业就业孵化基地，旨在为残障人士提供学习技能的平台，让他们有机会实现自我价值。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