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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00萬殘疾人，這是一個無比龐大的數字，它也讓中國的殘疾人事業面

臨巨大挑戰。在日前剛剛結束的中國殘疾人聯合會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

上，中央政治局常委、國務院副總理韓正指出，中央明確提出「全面建成

小康社會，殘疾人一個也不能少」，推動新時代殘疾人事業發展，必須堅

守弱有所扶的原則立場，必須完成決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關鍵任務，必

須促進殘疾人全面發展和共同富裕，必須把推進殘疾人事業當作分內責

任。全國政協委員張海迪在此次大會上連任中國殘聯主席。已連任數屆全

國政協委員的張海迪，從成為政協委員之初就一直將殘疾人工作放在心

上，更是有很多建言被政府採納。而廣大政協委員們對殘疾人事業的持續

關注和關切，有力地推動了中國殘疾人事業不斷向前發展。

■文：香港文匯報·人民政協專刊記者 馬曉芳 北京報道

■圖：香港文匯報北京傳真

中共十九大描繪了決勝全面建成小康社
會、開啟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

家新征程的宏偉藍圖，對推動新時代殘疾人
事業發展也提出了新要求。據官方資料顯
示，中國共有約8,500萬殘疾人。最近幾
年，中國已有440多萬農村貧困殘疾人脫
貧，逾100萬城鎮殘疾人就業，困難殘疾人
生活補貼和重度殘疾人護理補貼制度惠及
2,000多萬殘疾人，1,500多萬人次殘疾人得
到康復服務，越來越多的殘疾人過上了有尊
嚴的生活。
在日前舉行的中國殘疾人聯合會第七次全
國代表大會上，韓正指出，短短幾年裡，中
國在國家層面上建立起了覆蓋幾千萬人口，
包含生活補貼、護理補貼、兒童康復補貼等
內容的殘疾人專項福利制度；在全國範圍內
將數百萬農村貧困殘疾人作為打贏脫貧攻堅
戰的重點人群，精準施策、特別扶助，集中
解決因殘致貧問題；在實施健康中國戰略中
高度重視和關注每個殘疾人的健康問題，加
快實現殘疾人「人人享有康復服務」目標；
國家各行各業、社會各個方面都在努力消除
障礙，越來越多的殘疾人接受更好教育、實
現就業創業、平等參與社會，有了更多出彩

的機會。

解決好「因殘致貧」
中國殘聯主席張海迪代表中國殘聯第六屆

主席團向大會作了題為《以習近平新時代中
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為指引，團結帶領殘疾
人兄弟姐妹共奔美好小康生活》的工作報
告。在提到今後五年的主要工作任務時，關
於教育部分提出，要提升殘疾人受教育水
平，促進融合教育發展。其中進一步指出，
大力推進融合教育，普及融合理念，完善支
持保障體系，讓更多的殘疾孩子到普通學校
讀書。加快殘疾青壯年文盲掃盲進程，推廣
國家通用手語、通用盲文，使殘疾人更好地
融入社會。
加快農村貧困殘疾人精準脫貧，解決好
「因殘致貧」問題，是實現「全面建成小康
社會，殘疾人一個也不能少」的基礎和前
提。張海迪曾在此前接受媒體訪問時指出，
要堅決打贏殘疾人脫貧攻堅戰，千方百計促
進殘疾人就業增收，提升殘疾人基本公共服
務水平，幫助殘疾人和全國人民一道共建共
享全面小康社會。
當前，中國還有300多萬農村建檔立卡貧

困殘疾人，已經成為脫貧攻堅戰的重點和難
點。張海迪曾表示，促進殘疾人就業增收是
加快殘疾人小康進程的根本途徑。中國就業
年齡段殘疾人有1,700多萬，大部分有就業
的願望和能力。要進一步完善殘疾人就業扶
持和就業促進政策措施，加強和改進殘疾人
就業服務，努力為殘疾人就業創造條件、消
除障礙。

擴大殘疾人基本康復服務
基本公共服務的不平衡不充分是制約殘疾

人脫貧解困實現小康的主要矛盾。張海迪曾
指出，提升基本公共服務水平是加快殘疾人
小康進程的有力支撐。要進一步改進和擴大
殘疾人基本康復服務，提升服務專業化、科
學化水平，推進實現「殘疾人人人享有康復
服務」的目標。要辦好特殊教育，為家庭經
濟困難殘疾兒童、青少年提供12年免費教
育，更加重視融合教育，加快發展殘疾人職
業教育和高等教育，不斷提高殘疾人受教育
水平。
在殘疾人事業中，康復治療是重中之重。

全國政協委員、中國殘聯理事李慶忠表示，
殘疾人康復是提高殘疾人生活質量和社會參
與水平的重要途徑，中共的十九大報告和今
年的政府工作報告都提出要加強殘疾人康復
工作，2017年國務院頒佈了《殘疾預防和
殘疾人康復條例》，為殘疾預防和殘疾人康
復工作提供了法律保障。
他指出，要加大殘疾預防和優生優育的宣

傳和社會倡導，重視運用現代科技手段，盡
早建立出生缺陷、遺傳性疾病的基因篩查和
干預體系。

觀 點

實行殘疾人與健全人區別化退休政策

■■通過一系列的政策扶持通過一系列的政策扶持，，越來越多的殘疾人接受到更好教育越來越多的殘疾人接受到更好教育、、實現就業創業實現就業創業、、平等參與社會平等參與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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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協委員為中國8500萬殘疾人福祉建言獻策

全面建成小康社會
殘疾人一個不能少

建議國家統一組織殘障學生高考

加強殘疾康復服務精準治療 修改體檢標準助盲人參加職業考試

在殘疾人事業中，康復治療是重中之重。希望能
盡更多的努力，讓更多的殘疾孩子能得到更好的康
復幫助。對他們而言，搶救性康復尤為重要，越早
康復，孩子們的希望就越大。
先進的康復技術和輔助器具可以幫助殘疾人恢復
或替代失去的部分功能，為他們融入社會創造條

件。但是，康復是一項科技含量很高、涉及多
學科的複雜工程。而目前，國內的康復專業人
才非常缺乏，殘疾人康復費用也沒有充分納入
現有的醫療保險等制度。這就導致殘疾人康復
服務覆蓋率較低，能得到基本康復服務的殘疾
人還很少，現有的康復服務很難滿足需求。
中共十九大報告中明確提出「加強殘疾康復

服務」的任務，要創造一切條件，不但要建立
完善的康復設施，還要加快人才培養。這些
年，各地新建了很多康復機構，但是很多設施
建好了，卻沒有很好地利用起來，更沒有為殘
疾人提供迫切需要的康復服務。關鍵性問題就
是缺少專業康復人才。
隨着各領域信息化數字化建設的興起，大數

據建設日益成為殘疾人事業發展的重要內容。為
8,500萬殘疾人服務，精準的數字是重要的基礎，
只有數據精準了，才能做到精準服務。
要重視大數據在殘疾人工作中的研究和應用，讓

科技進步惠及殘疾人事業，為改善殘疾人的生活狀
況服務。

■■全國政協委員全國政協委員、、中國殘聯主席張海迪中國殘聯主席張海迪

讓包括盲人在內的殘疾人參加國家職業資格考試，
讓他們有機會從事公務員、教師等社會高期望值職
業。根據《公務員法》和《教師法》，國家和地方制
定了相關的職業資格體檢標準，這些標準都將視力殘
疾人排除在外。視力殘疾人往往因此被拒絕參加有關
國家職業資格考試，更無法獲得這些職業的就業機

會。建議修改有關體檢標準，並為包括盲人在內
的殘疾人參加國家有關職業資格考試提供合理便
利，讓他們有機會實現自己的職業夢想。
2015年，中國殘聯和教育部聯合發佈了殘疾

人參加普通高校入學考試辦法，盲人首次可使用
盲卷、大字卷等合理便利參加普通高考。2015
至2017年，通過國家高考「綠色通道」進入大
學的視力殘疾人達4,700多人，每年還有大量視
力殘疾學生通過單考單招方式進入特教學院。這
些視障學生中的佼佼者對未來有更高職業追求，
不甘局限盲人按摩，熱切希望有更多選擇。國家
機關和事業單位將因此在安排殘疾人就業、推動
社會文明進步方面更好發揮示範、帶動作用，同
時也將極大鼓舞廣大殘疾青少年的學習熱情和上

進心。要重視無障礙工作。目前無障礙工作已納入
「十三五」一系列國家規劃中。但要把無障礙工作
真正落到實處、讓殘疾人感到滿意還需要很大的努
力。在盲人、聾人的信息無障礙方面，建議加快國
家信息無障礙標準體系建設，加大盲人信息輔具和
信息無障礙技術培訓的政策支持力度。

近年來，隨着中國殘疾人事業的發展，殘疾人權
益得到更加全面的保障，很多殘疾人圓了就業夢。
按照中國現行政策，殘疾人與健全人實行相同的退
休年齡制度。然而，現實中許多殘疾人期待能夠提
前退休，盡早享受養老金待遇。其中的原因有兩
點：一是殘疾人不僅身體健康狀況較差，行動不

便，身體的機能更是較健全人衰退迅速，難以
像健全人那樣較為穩定地工作到60歲。二是
殘疾人特別是重度殘疾人的平均壽命要低於健
全人。
實行殘疾人與健全人有差別的退休制度，體

現社會公平的同時，也凸顯了中國共產黨始終
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價值追求和執政為民的責
任擔當。
儘管諸多省市相繼實施了重度殘疾人提前享

受城鄉居民養老保險待遇的規定，但只是地方
層面的探索，缺乏全國統一頂層設計，且對象
只限「重度殘疾人」，局限較大。建議智力、
精神殘疾的一至四級人員，其他殘疾類別一至
二級人員的退休年齡統一降低為男性55周

歲、女性45周歲；對於和健全人退休年齡相同的
其他殘疾人，離國家法定退休年齡不足5年，或者
養老保險繳費滿15年的，可申請提前退休；實行
殘疾人崗位補貼制度，給予離法定退休年齡5年內
的在崗殘疾人一定的崗位補貼，經費由中央財政和
地方財政共同承擔，解決殘疾人的「後顧之憂」。

中國高等特殊教育起步於上世紀80年代，主要招
收視障、聽障等學生接受高等教育。經過近30年的
發展，高等特殊教育已初具規模，全國已有專門招收
視障、聽障學生的高等特殊教育學院（系部）近30
所（含專科、高職），每年有近2,000名殘疾人進入
特殊教育學院學習，在校生規模6,000餘人。截止到

2017年，全國共有特殊教育普通高中班（部）
111個，在校生7,686人，其中聾生6,129人、盲
生1,557人。2016年全國有9,592名殘疾人被普
通高等院校錄取，1,941名殘疾人進入高等特殊
教育學院。從特殊教育全局來看，發展還很不平
衡也很不充分，存在諸多問題，嚴重影響了特殊
教育事業健康發展。招生考試形式增大了考生困
難，生源質量參差不齊。各校單獨組織命題考
試，考試科目差異較大、試題難易程度相差懸
殊，沒有統一科學的錄取標準，學生複習備考難
度增大，也導致有些院校的新生入學質量難以保
證。高等特殊教育辦學設施要求高，人力物力投
入大，辦學成本高，經費投入比例是健全學生5
倍以上。開辦高等特殊教育的學校經費支出大、

負擔重，需要有效的政策保障。建議國家教育行政部
門統一組織殘障學生的高考入學考試及錄取工作，減
輕考生及家長負擔和高校的壓力，同時可保證新生入
學質量。 國家盡快制定相應政策，加大對高等特殊
教育基本建設投入和日常經費投入，從根本改善辦學
條件，擴大辦學規模，提高教育教學質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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