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民生

□本报记者 李存霞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残疾人是一个特
殊困难的群体，需要格外关心、格外关注。

今年，内蒙古政府工作报告列出民生
实事33件，其中就有3件与残疾人民生福
祉息息相关——新增残疾人就业8000人
以上；为 6000户困难重度残疾人家庭实
施无障碍改造，为 6500名就业年龄段智
力、精神及重度肢体残疾人开展托养服
务；为低收入困难家庭和边境旗市、少数
民族聚居区白内障患者免费实施复明手
术3500例以上。

内蒙古正以更加坚定的决心、更大的
力度、更扎实的举措，着力办好一项项民
生实事，让广大残疾人共享美好生活。

千方百计促就业

6月 17日，由自治区残疾人就业服务
中心主办的全区高校残疾人毕业生就业
能力提升培训班开班，60多名高校残疾人
毕业生参加了培训。培训班设置了团队
合作能力提升、就业政策解读、职业生涯
规划、个人简历制作、求职技巧培训等课
程，着力提升残疾人毕业生的就业能力。

经过一周的培训，学员们于6月 23日
参加了全区高校残疾人毕业生专场招聘
会。招聘会上，55家单位提供了370多个
就业岗位，共200多名残疾人入场求职，多
名求职者与用人单位初步达成就业意向。

“我在培训班上学到了许多实用的求
职技能，招聘会上我也投递了多份简历，积
极寻找适合自己的岗位。”内蒙古财经大学
会计学专业毕业生郭凯圆说，“相信在残联
等部门的帮助下，我们都能找到合适的工
作，在工作岗位上更好地实现人生价值。”

今年，全区各级残联持续推动落实
《内蒙古自治区残疾人就业三年行动计划
（2022—2024 年）实施方案》各项任务措
施，深入各类用人单位积极开发就业岗
位，推动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和国有企业
带头安置残疾人就业工作，引导民营企业
积极安置残疾人就业，扩大残疾人按比例
就业规模。同时，不断加强国家级按比例
安排残疾人就业基地、职业技能培训基地
等各类基地创建评估管理工作，积极开展
各类残疾人职业培训和实用技术培训，推
动落实残疾人公益性岗位就业优惠政策，
助力更多残疾人实现就业创业。

截至6月底，全区新增残疾人就业6510
人，已完成民生实事清单目标任务数的81%。

小改造迎大变化

家住包头市昆都仑区的邸树杰因一
次意外导致肢体二级残疾，由于行动不
便，过去他都是在家人的陪伴下才能坐着

轮椅出门。
随着昆都仑区残疾人家庭无障碍改

造工程的实施，邸树杰的生活发生了很大
的变化。前不久，根据邸树杰的实际需
求，昆都仑区残联在邸树杰家的入户门和
楼道门口都铺设了坡道，还为他免费适配
了一台电动轮椅。

“门口有了坡道，我可以自己坐着电
动轮椅随时出门转悠，特别方便。”邸树杰
说，“如今，惠残助残政策越来越好，大大
提高了我们的生活品质。”

残疾人家庭无障碍改造是帮助残疾
人补偿功能、改善残疾人生活、提高残疾
人生活质量的重要途径。

今年，自治区残联制定了《全区困难
重度残疾人家庭无障碍改造目录》，指导
各盟市残联将家庭无障碍改造摸底评估
和具体实施工作落实落细，下拨全年补贴
经费 3055万元，将为全区 6000户困难重
度残疾人家庭实施无障碍改造。

全区各级残联因地制宜、因人而异，
根据不同残疾类别、残疾等级、居家条件
和实际需求，为残疾人家庭进行个性化改
造，解决了残疾人日常生活中的出入难、
洗浴难、做饭难、如厕难等问题，切实提升
了残疾人的生活质量。

“今年，我们还组织全区各级残联深
入450余户残疾人家庭中，开展家庭无障
碍改造交叉互检互学，同时在各地大力推
广在家庭无障碍改造工作中形成的好做
法，不断提升残疾人家庭无障碍改造工作
质效，切实提高残疾人的获得感、幸福感、
安全感。”自治区残联维权部主任史荣说。

目前，2024年全区困难重度残疾人家
庭无障碍改造工作仍在火热进行中，已完
成改造1159户。

托起稳稳的幸福

一起学习做饭、乘坐公共交通、进行
超市采买等生活技能；学手鼓学跳舞，练
习打台球，丰富文娱生活；学习制作手工
艺品，用自己的双手创造价值……

在呼和浩特市阳光家园托养中心，38
名处于就业年龄段的精神、智力和重度肢体
残疾人生活在这里，中心为他们提供了专业
化的托养服务，他们的日常生活丰富多彩。

“这里有专人照护，每天除了康复训
练，还有各种各样的活动，生活充实又幸
福。”肢体残疾人戚义怀对托养中心的服
务非常满意。

呼和浩特市阳光家园托养中心主任
刘鹏林说：“托养一人、解放一家、幸福一
方，我们将用心用情做好每一项服务，让
残疾人享受到更好的服务，减轻他们的家
庭负担。”

为帮助有托养需求的残疾人得到更好
的托养照料，解除残疾人家庭的后顾之忧，
自治区不断完善残疾人托养服务制度，加
强托养服务基础设施建设，持续扩大托养
服务覆盖面，全区建成残疾人托养服务机
构200余个，为残疾人提供寄宿制托养、日
间照料、居家照护等各类托养服务。

今年，自治区投入残疾人事业发展补
助资金1005万元，用于补贴全区 6700名
就业年龄段智力、精神和重度肢体残疾人
托养服务。

为支持和引导残疾人托养服务健康
发展，今年 1月 1日起，《内蒙古自治区残
疾人托养服务机构等级评定办法（试行）》
正式施行，目前已对全区100多家机构进
行了等级评定。对于获评机构，自治区财
政将按实际入住人数，每张床位每月给予
100元至 300元的运营补贴，减轻残疾人
家庭和社会负担。

“今年，自治区还启动了残疾人托养服
务标准制定工作，旨在为残疾人提供更高
质量更高标准的托养服务。”自治区残联教
育就业部主任席振宙说，“自治区残联将持
续积极引导各类机构为智力、精神和重度
肢体残疾人提供寄宿制或日间照料托养服
务，推动残疾人托养服务取得新发展。”

重见光明不是梦

家住呼伦贝尔市莫力达瓦达斡尔族
自治旗西瓦尔图镇卓洛尼村的七旬老人
姜柏珍生活困难，右眼失明已无法医治，
左眼又得了白内障，每天看不清楚东西，
老人的日常生活受到了极大的影响，心情
也非常焦虑。

今年5月，由自治区残联、自治区残疾
人福利基金会联合开展的 2024 年“大爱
北疆 助康圆梦”气候性滴状角膜变性和
白内障复明手术救助项目走进莫力达瓦
达斡尔族自治旗，医疗队深入该旗7个镇、
4个乡、1个农场和8个社区开展筛查并实
施复明手术，帮助包括姜柏珍在内的 300
多名眼疾患者重见光明。

“感谢党和政府，感谢残联和朝聚眼科
医院对俺们的照顾，我的左眼终于又看清楚
了，太谢谢你们了！”当医生为姜柏珍揭开纱
布的那一刻，老人激动不已，连声道谢。

目前，由自治区残联牵头的“大爱北
疆 助康圆梦”气候性滴状角膜变性和白
内障复明手术救助项目正在全区 20个边
境旗市（区）和4个少数民族聚居区开展，
由自治区红十字会牵头的全区“光明行”
社会公益活动正在全区各盟市开展，医疗
队深入各地进行筛查，为符合手术条件的
患者免费实施复明手术，达到了“复明一
人、幸福一家、感动一方”的社会效果。

截至 6 月 20 日，2024 年“大爱北疆
助康圆梦”气候性滴状角膜变性和白内障
复明手术救助项目已筛查 5860 人次，实
施免费复明手术597例；截至5月底，2024
年全区“光明行”社会公益活动已完成白
内障复明筛查58163人，实施免费白内障
复明手术533例。

一项项事关残疾人的民生实事，件件
有回应，事事有着落。一项项惠残助残政
策措施如一条条丝线，为内蒙古158.58万
残疾人织就幸福生活保障网，不断满足残
疾人对美好生活的期待，助力残疾人逐梦
精彩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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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声

◎暖闻

□本报记者 王坤 实习记者 孙柳

千余辆货运车整齐排列，万余头黄牛
正等待被交易。通辽市科左中旗舍伯吐镇
素有全国“黄牛之乡”之称。6月 28日，该
镇的成峰牲畜交易市场一派繁忙景象——
每月每逢2、5、8的固定日子，来自吉林、辽
宁、山东等地区的客商都会赶到这里进行
交易。

“5年前，在市场里卖牛都靠农户自己
推销，农户销售经验少，成交数量不理想。
有了‘牛经纪’，现在，散养户再也不愁销路
了。”交易市场负责人张敏说。

“牛经纪”是专为买牛和卖牛人交易牵
线搭桥、撮合双方成交、协调价格的中间

人。近些年，电商快速发展，科左中旗团委
依托当地大学生创业孵化园，利用本地网
红资源、对接旗人社局开展创业培训，使许
多返乡青年成为“牛经纪”。

“牛经纪”了解当地散户的养牛情况，又
有大量客商资源，在黄牛交易和电商直播领
域大展身手，相当于把活牛直接赶进直播
间。在舍伯吐成峰牲畜交易市场，像这样的
专职“牛经纪”有44人，兼职的有26人。

“牛经纪”看牛，一眼知肥瘦。由于常
年和牛“打交道”，摸摸牛屁股、看看牛舌
头、掂掂牛皮子，他们就能基本判断牛的重
量和价格。懂牛、又会直播，在抖音、快手
的直播平台上，他们一口一个“老铁”热情
地招呼着粉丝，常常三言两语就能把生意
达成，有的直播间甚至通过“秒杀”和网络

预订等活动当天就能售空。
“马上开集了，大家快看这火爆的场

面。现在市场里牛还有很多，欢迎各位老
铁来到我们市场选购。”6月 28 日，“牛经
纪”李军把直播镜头对准热闹的集市和待
售的牛群，卖力地吆喝着。

“以前我们找不到买手，自从有了‘牛
经纪’牵线搭桥，我们散养户卖牛难的问题
解决了，致富增收也更有信心了。”当地养
殖散户王亚军说。

内联农户，外接市场，有了“牛经纪”的
“牵线搭桥”，每年 10月份至第二年 5月份
的牛市旺季，行情最好的时候，牛市一天能
交易活牛8000多头，交易率达90%以上。

不仅如此，活牛交易这样的老行当，如
今也过上了“天猫节”。每逢牛市开市、春

节、“6.18”“双11”等节点，科左中旗共青团
组织开展“青耘北疆”直播带货活动。今年
上半年，培育青年主播23人，开展了直播带
货活动 45场次，线上销售额达 55余万元。
仅不久前的 6·18“天猫节”一天，活牛成交
量便高达4485头。

为了降低了“牛经纪”们的融资成本和
时间成本，提高他们的经营效益和市场竞
争力，科左中旗共青团还积极协调当地金
融机构为“牛经纪”们提供了条件更优惠、
流程更便捷的青年创业贷款。

老行当遇上年轻人，在政策扶持下，
“牛经纪”把牛群赶进直播间，为牲畜交易
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把当地黄牛卖得
更多，卖向更远，推动“黄牛之乡”的“牛经
济”越来越火。

牛群赶进直播间

“ 牛 经 纪 ”带 火“ 牛 经 济 ”

◎镜见

□本报记者 赵曦

“感谢国家好政策，让我们在家门口就能吃上热乎饭。”这些
天，包头市土右旗海子乡发彦申村村民梁称心一直带着家人在村
里的长者餐厅吃三餐。

梁称心今年已有78岁，长者餐厅开业之前，他还得每天惦记
着怎么做好这一日三餐，因为家里还有一个失能儿子需要照顾。
自从这长者餐厅开到家门口，这可称了梁称心的心。“饭菜种类丰
富，价钱也不贵，家人一天三顿饭有了着落，我从心底感到高兴。”
梁称心说。

“每顿饭保证老人营养，荤素搭配，针对老年人，我们还有专门的
优惠折扣，65岁以上老人用餐享受优惠。”长者餐厅负责人介绍。不
仅如此，他们还可以为村里行动不便的老人提供送餐上门服务。

随着老龄化趋势加剧，老年人“吃饭难”问题也日益凸显。如
何破解老人吃饭难题？

2023年，民政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等11部门联合印
发的《积极发展老年助餐服务行动方案》提出，计划到2025年底，
全国城乡社区老年助餐服务覆盖率实现较大幅度提升，服务网络
形成一定规模。

2024年，内蒙古自治区民政厅等 12部门联合下发《内蒙古
自治区积极发展老年助餐服务行动实施方案》，积极推动发展老
年助餐服务，通过建设长者餐厅，积极解决老人的用餐难问题，目
前内蒙古已建成各类长者餐厅1206个。

此外，内蒙古各地因地制宜、精准施策，正在通过多种方式，
建设老年助餐点，提升老人生活质量 。

乌海市将老年助餐服务纳入《乌海市基本养老服务清单》，完
善配套扶持政策，提供运营补贴和助餐补贴，同时在社区养老中心
（站）配建惠民餐厅、签约社会暖心餐厅、与餐饮企业订单合作等，
形成了半径1公里的“中心厨房+助餐点+暖心为老餐厅+餐饮企
业”的助餐服务网络，解决了老年人去哪吃的问题；呼伦贝尔市推
出公建民营模式，增加普惠养老供给，开展阵地服务+上门服务，让
居家养老安心又暖心；乌兰察布市推出孝心卡服务+积分优惠等服
务，让老人享受低价营养餐费的同时还营造尊老敬老的氛围；鄂尔
多斯鄂托克前旗推出助餐服务的同时，还为老人们提供着助医、文
化活动等服务，积极提升着老年人的生活质量……

提升内蒙古各地老年助餐水平，服务之路永无止境。内蒙古
民政厅提出，2024年，内蒙古要建设覆盖城乡、布局合理，共建共
享的老年助餐服务网络，年内新增老年助餐点1200个。

内蒙古民政厅厅长姜宏表示：“我们要坚持走稳定可持续发
展之路，积极发展‘养老机构+’‘单位食堂+’‘餐饮企业+’‘家政
公司+’等‘助餐+关联业态’模式，构建‘1+N’助餐网络，不断提
高配餐、送餐能力，让老人晚年生活更健康、更幸福。”

梁称心吃上了称心饭

□文/图 本报记者 于欣莉

记者从自治区电影局获悉，6月，我区放映电影20余万场
次，观影60余万人次，电影票房达2400余万元，其中，影片《我
才不要和你做朋友呢》《扫黑·决不放弃》《加菲猫家族》位居票
房前3名。

据了解，6月，50余部新片扎堆来袭，拉开暑期档帷幕。影
片类型丰富、题材多样，从国产佳作到进口大片、从爆笑喜剧到
刑侦悬疑、从动画国漫到文艺新作，涵盖动作、罪案、家庭、动画
等，热度超预期，我区迎来新一轮观影热潮。

记者在呼和浩特市万达影城看到，观众中不仅有享受暑期
的“学生党”，还有很多亲子家庭以及不同年龄层的“饭搭子”结
伴观影，影院内往来观众络绎不绝。多元化的影片或温情温
暖，或青春烂漫，满足不同年龄观众多样化观影需求。

新片扎堆来袭 我区迎来暑期观影热潮

有爱无“碍”，点亮生活新希望

兴安盟扎赉特旗红十字会开展兴安盟扎赉特旗红十字会开展““光明行光明行””活动活动。。 （（兴安盟红十字会供图兴安盟红十字会供图））

在呼和浩特市阳光家园托养中心在呼和浩特市阳光家园托养中心，，残疾人正在老师的指导下制作手工艺品残疾人正在老师的指导下制作手工艺品。。
（（呼和浩特市阳光家园托养中心供图呼和浩特市阳光家园托养中心供图））

本报7月17日讯 （记者 李存霞）记者从呼和浩特市残联
获悉，日前，呼和浩特市、包头市、鄂尔多斯市、乌兰察布市四地残
联共同签署了残疾人工作同城化发展合作框架协议。

据介绍，该协议致力于优化整合区域资源，统筹呼包鄂乌四地
残疾人整体利益和残疾人事业发展比较优势，进一步推动四地残
疾人事业协同发展、全面发展、高质量发展，推动政策协同、资源共
享、服务互通，实现四地残疾人事业发展深度融合和互利共赢。

据了解，自协议签订之日起，四地残疾人可以共享残疾儿童
康复、就业、公交出行等合作内容。呼和浩特市、包头市、鄂尔多
斯市、乌兰察布市户籍的残疾儿童（持诊断证明书或残疾人证），
互享其他三地现有残疾儿童康复救助政策；充分挖掘残疾人就业
岗位，采取线上、线下两种方式，联合举办残疾人就业专场招聘
会，四地残疾人凭有效残疾人证，平等互享相关招聘信息；四地残
疾人持有效残疾人证，可免费乘坐四地市内公共汽车、地铁（不包
括四地城郊部分线路）。

呼包鄂乌四市签订协议
残疾人多项政策可共享

本报7月 17日讯 （记者 梅刚）记者从乌海市人社局获
悉，今年，乌海市积极落实助企纾困稳岗返还政策，不断为企业减
负增活力，持续稳定和扩大就业岗位。截至6月底，通过“免申即
享”模式直接向符合条件的企业精准发放稳岗返还资金805.6万
元，惠及56家企业1.8万名参保职工。

据了解，乌海市依托内蒙古人社系统业务综合办理平台推送
相关数据，进行系统比对、数据共享、资格审核、部门联审等，精准
锁定符合政策条件的单位，实行“无感智办”“免申即享”发放模
式。同时，优化资金拨付流程，补助资金直接抵达企业账户，做到
即审快发，实现“免填表、免跑腿、免申领”精准发放。

乌海市人社局就业服务中心主任孙娜说：“我们将持续发力，
大力开展政策找企，确保企业应享尽享，加快审核拨付进度，尽快
尽早发挥政策效用，切实帮助用人单位稳定就业岗位。”

乌 海 市 助 企 纾 困
发 放 稳 岗 返 还 资 金

◎悦览

呼和浩特市万达影城爆满呼和浩特市万达影城爆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