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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残疾人就业

社会化新机制带来新局面

本报记者 王少华

近年来，上海市在残疾人就业培训

保障等方面开展社会化运行探索实践，

积极应对残疾人服务需求和权利意识

的迅速增长，提高助残服务效果，促进

了残疾人工作职能转变和方式创新。

浦东新区、嘉定区、杨浦区、闸北

区等区县逐步开始进行本区域内残疾

人工作社会化运行的试点尝试， 内容

既涵盖纯服务性项目， 又包括支持性

评估性项目， 通过社会化运行有效提

高了残联组织服务残疾人的能力，支

持培育了一批助残服务组织， 体现了

助残工作项目化管理的优势， 为残疾

人提供了更加便利和细致的服务。

浦东新区规划全景式蓝

图， 推进残疾人社会化工作

纵深发展

浦东新区从2008年开始就进行残

疾人工作社会化模式的探索，五年来，

通过不断扩大工作领域和工作内容，

积极扶持和培育社会组织开展专业的

社会化服务。截至2013年，已成功委托

23家社会组织在残疾人就业、培训、日

间照料服务等领域实施社会化运行项

目32个。比如：引入“我和你”助残服务

社对阳光职业康复援助基地进行管

理， 通过专业人员对本区域内符合条

件的就业困难残疾人提供职业康复、

就业培训以及心理咨询等方面的服

务， 通过职业指导和培训推荐残疾人

尽快实现社会就业。 随着社会化工作

的纵深发展， 浦东新区残疾人社会化

工作的重点从纯粹的购买服务转向对

社会组织专业化能力的培育上。

嘉定区以保障和改善残

疾人民生为切入点，探索建立

助残服务项目社会化新模式

嘉定区从2010年开始进行残疾人

工作社会化运行的探索， 通过三年的

努力，逐步形成了“政府购买服务、社

会组织实施、项目独立运作、专家全程

指导、第三方机构评估”助残服务项目

社会化运行模式，建立了全市首个“上

海市助残社会化实验基地”，探索制订

了《嘉定区助残公益服务项目招投标

实施意见》、《嘉定区助残公益服务项

目评估指标体系》，形成了助残社会化

运作机制， 实现了残联组织社会服务

管理的创新。2010年至今，嘉定区先后

推出“阳光工坊”、“阳光就业”、“我帮

你” 阳光牵手行动等30个助残公益服

务项目， 培育发展了42个助残社会组

织。比如：“阳光工坊”助残服务项目，

工坊采取集中加分散的培训模式，通

过对嘉定区非遗物质文化竹刻和黄草

编织的培训，实行原材料供应到设计、

包装、销售的一条龙服务，让残疾人的

技能培训与传承非遗实现有机结合。

项目从2011年4月启动以来，累计培训

工坊学员147人，其中机构辐射模式培

训学员80人， 已可独立完成作品的有

78人；“阳光就业”服务项目，通过专业

职介机构构建社会单位吸纳残疾人就

业的组织网络体系，开展职业指导，提

高残疾人的求职能力， 帮助残疾人实

现分散就业，建立就业跟踪服务机制，

帮助残疾人稳定工作岗位，通过“阳光

就业” 项目已让60名就业困难人员实

现了上岗。

杨浦区通过社会化管理

模式， 提高基层助残服务机

构的管理服务能力

2012年开始， 杨浦区对本区12个

街道（镇）“阳光之家”、阳光职业康复

援助基地进行学员现状、服务需求、管

理运作等方面的调研，推出了“二阳机

构就业社会化项目运作”，通过引入社

会力量加强二阳机构载体建设、 深化

服务内涵、提升工作水平。通过社会组

织开发适合基层助残服务机构的残疾

人培训课程，比如开设小组活动、手工

制作、编织、陶艺、心理辅导等课程，每

年组织开展培训活动300余次，使千余

名残疾人受益； 根据残疾人的特点进

行简单劳动项目的开发，比如开发“铁

艺制作”项目，仅在一个街道就已培训

制作完成近500件铁艺摩托车、 自行

车、萨克斯模型，基本实现了残疾人作

品制作、义卖一条龙的运营模式；通过

社会化运行模式，为全区“阳光之家”

智障人士策划开展丰富多彩的社会融

合活动，比如与大学生志愿者开展“共

绘美好”主题绘画活动、举办“拥抱春

天，热爱生活”融合之旅等活动。同时，

通过社会化管理健全了助残志愿服务

队伍建设， 由社会组织建立“阳光使

者”志愿者之家，建立了志愿者管理制

度和一人一档， 利用区里的高校资源

组建5支高校志愿者团队，开展志愿者

巡回主题活动。

闸北区通过社会化服务

项目， 加大困难残疾人帮扶

力度

2013年，闸北区推出“和谐阳光”

困难残疾人帮扶项目， 通过购买社会

组织服务， 为区内特困残疾人和残疾

人家庭提供及时有效的帮扶措施，仅

半年时间就帮扶残疾人及残疾人家庭

102户。通过每月一排查，全面掌握困

难残疾人的基本信息， 为开展积极有

效的主动帮扶打下基础；通过“量体裁

衣”式的帮扶方法，根据残疾人家庭的

困难程度，通过全面的调查核准、评估

分析，开展“一人一方案”的综合帮扶

服务， 为困难残疾人家庭提供政策咨

询、资金援助、精神慰藉等服务，比如

通过社会组织调查了解到某残疾人家

庭子女就学费用出现困难后， 根据有

关政策及时提供了助学帮扶， 该家庭

得到帮助后， 主动要求加入社区志愿

者队伍，用实际行动回馈社会。

残疾人就业保障工作的深入开

展， 有力地促进了上海市的残疾人就

业工作。 由市区两级残疾人就业服务

机构、 基层残疾人就业指导员组成的

三级就业服务网络覆盖全市， 配备专

职工作人员近500人。全市就业残疾人

共9.5万，其中，集中就业3万人，分散按

比例就业4.5万人， 非正规就业1万人，

其他就业0.4万人， 务农就业0.6万人，

残疾人登记失业率与全市社会平均水

平相接近。 建立阳光职业康复援助基

地169个， 援助残疾人4450人，714人通

过职业康复实现市场化就业。

中国残联日前发布2013年中国残

疾人事业发展统计公报: 全国城镇新就

业残疾人36.9万,创出新高。

公报显示，2013年， 全国城镇新就

业残疾人36.9万，其中，集中就业残疾人

10.7万， 按比例安排残疾人就业8.7万，

公益性岗位就业1.5万，个体就业及其它

形式灵活就业14.6万， 辅助性就业1.3

万。 全国城镇就业人数达到445.6万；农

村残疾人在业1757.2万， 其中1385.4万

残疾人从事农业生产劳动。

全国残疾人职业培训基地达到

5357个，其中残联兴办2022个，依托社

会机构兴办3335个，37.8万人次城镇残

疾人接受了职业培训。

盲人按摩事业稳定发展， 按摩机构

迅速增长。2013年度培训盲人保健按摩

人员20111名、 盲人医疗按摩人员5694

名；保健按摩机构达到14704个，医疗按

摩机构达到936个；在专业技术职务资格

评审中，分别有334人和1043人通过医疗

按摩人员中级和初级职称评审。

公报指出，2013年中国残联第六次

全国代表大会为此项创新发展提供了

重要的思想和组织保障；全国已形成了

党中央、国务院正确领导，党政部门高

度重视，残联组织辛勤工作，社会各界

积极参与的联动机制； 残疾人自强不

息， 残疾人事业创新突破成绩来之不

易。

本刊主编：王少华

法律顾问：北京太古律师事务所马红民律师

2013年全国城镇残疾人就业36.9万

高明芳

携程：让残疾人员工的

特长得到充分发挥

本报记者 王少华

携程公司残疾人员工工作照

携程旅行网创立于 1999 年，总部设在中国上海，员

工 20000 余人，目前公司已在北京、广州、深圳、香港、南

通等 17 个城市设立分支机构。 在南通设立服务联络中

心，南通服务联络中心目前为世界上最大的旅游业服务

联络中心，拥有 1.2 万个座席。作为中国领先的综合性旅

行服务公司， 携程成功整合了高科技产业与传统旅行

业，向超过 1.4 亿会员提供集无线应用、酒店预订、机票

预订、旅游度假、商旅管理及旅游资讯在内的全方位旅

行服务，被誉为互联网和传统旅游无缝结合的典范。 凭

借稳定的业务发展和优异的盈利能力，CTRIP 于 2003

年 12 月在美国纳斯达克成功上市， 上市当天创纳市 3

年来开盘当日涨幅最高纪录。

携程领导层认识到，企业在快速发展的同时，一定

要主动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和义务。 而做好残疾人就业

工作，更是直接关系着社会的和谐与稳定。 因此，该公司

一直积极推进残疾人就业工作， 提供更多的就业岗位，

为他们解决工作生活中的实际困难， 促进残疾人就业，

推动新时期残疾人事业的发展。

岗位合理配置。 针对残疾人这个特殊群体的员工，

安排的岗位既照顾员工的工作生活，同时又能让员工的

特长得到充分发挥, 帮助特殊群体员工完成自己的职业

发展和规划。 机票事业部的嵇某， 听力残疾，2007 年入

职，一直从事文化策划工作；带教老师辅导。 携程企业文

化特点之一就是“家文化”。 他们为每位特殊员工都安排

有带教老师，为他们融入公司、掌握岗位技能、适应新的

环境提供帮助和指导，让员工感觉到家庭的温暖；技能

培训提升。 真正帮助特殊群体员工，需要让他能够掌握

一技之长，在职业的发展和竞争中取得在技能方便的优

势。 针对不同岗位的特殊群体员工，开展不同方面的技

能培训，不断提高员工的技能水平；定期交流沟通。 定期

与残疾员工交流沟通，深入了解他们的工作、生活情况，

及时为这一群体员工解决实际问题与困难，更好地为他

们提供更多的帮助。

开启孤独心灵。“青聪泉”自闭症儿童康复中心是一

家为自闭症儿童和发育障碍儿童及其家庭提供专业性

康复训练与辅导的非营利性专业机构。 携程自 2008 年

支持和参与青聪泉活动以来，已经成为青聪泉的最佳志

愿者团队。 2010 年起，设立每月第二周的周二为“携程·

青聪泉‘爱心日’”。 携程志愿者定期前往学校，承担协助

制作教具、患儿游戏辅助训练、卫生清洁等工作。

爱佑童心。 爱佑童心项目是由华夏慈善基金会与民

政部合作设立的针对孤贫先心病患儿手术治疗项目，自

2006 年 8 月正式立项实施到目前为止已经资助了 3000

名贫困家庭的患儿接受手术治疗。 携程从 2009 年加入

爱佑童心华夏慈善基金，向爱佑华夏慈善基金会捐赠 50

万元人民币，全部用于“爱佑童心”项目，资助先天性心

脏病患儿接受心脏病手术。 2009 年、2010 年，携程已经

帮助 50 名患儿成功接受手术， 逐步恢复健康。 2011

年，携程再次向爱佑童心捐赠 50 万元人民币，用于帮助

先天性心脏病患儿早日康复。

携程还一直积极支持希望工程， 帮助因家庭贫困

而失学的孩子重返校园，并于 2008 年在云南捐款建设

了第一所“携程希望小学”。截至目前，携程以公司名义

捐助了四所希望小学， 以个人名义捐助了两所希望小

学，帮助了上千名失学儿童重返校园，得以继续完成学

业 ， 向希望工程捐赠了 4000 多份学习用品和体育用

品。

关爱残疾人 上海好作为

上海开放大学残疾人教育学院由市残联和开放大学联合举办，于2011年

3月18日成立，学院集学历教育、职业技能培训、非学历生活文化教育为一体，

以既能满足残疾人教育需要，又有助于残疾人提升整体素质为目标。按照“家

门口的学校”定位，以区县为单位，建立了17个残疾人教育学院学习分中心，

基本构建起全市残疾人开放教育网络。

学院已开设社会工作本科等8个本、 专科学历教育专业和多个非学历培

训项目。2013年底，残疾人学历班在校人数达1310人，是全市普通高校残疾人

在校生人数的4倍，学院首届单独组班的152名残疾人专科生已顺利毕业。

“阳光之家”。2005年上海市实施“智障人士阳光行动”，在各街道、乡镇建

立主要接纳重度智力残疾人，组织他们开展教育培训、康复训练和简单劳动

训练，帮助其走出家庭融入社会。目前，全市共建有“阳光之家”227所，注册学

员近8500名。

“阳光基地”是依托街镇社区搭建的庇护性职业康复平台，为就业困难残

疾人提供劳动培训、职业指导、心理辅导等就业援助服务，促进其与社会的融

合。目前，全市共建有“阳光基地”169个，援助就业困难残疾人4450人，配备管理

服务人员431人，累计提供劳动项目约843个，并为全体援助对象投保了人身伤

害补充保险，714人得到职业康复，成功实现市场化就业。

上海市第84职业技能鉴定所成立于2009年11月，是市人社局批准成立的

上海首个残疾人职业技能鉴定站所。

该所可以鉴定的职业工种主要涉及计算机操作员、 计算机操作员盲用

级、办公应用软件操作员、保健按摩师、足部按摩、中式面点师、手语翻译员、

悬灸保健技术等8个项目14个等级。鉴定所成立以来，累计为5618人次提供鉴

定服务。被评为A级鉴定点。

该所计算机操作员考试覆盖全市；手语翻译员鉴定让全社会与聋人实现

无障碍交流。

该俱乐部2008年11月成立，拥有会员47名，分为计算机应用部、美术摄影

部、媒体制作部、工艺制作部等四个部门。

俱乐部成立至今，每年均会围绕一个主题，组织会员开展系列活动。

2009年，俱乐部举行“建技术能手家园，展上海残疾人风采”主题活动，全

年开展11场次学习交流活动，近400人参加。

2013年，俱乐部以“塑造残疾人就业文化，提升残疾人职业精神”为主题

开展系列主题活动。举办参观、讲座、研讨等活动16场，惠及残疾人近500人

次。

残疾人教育学院 为残疾人打开终身教育之门

残疾人职业能手俱乐部 引领残疾人职业发展

残疾人职业技能鉴定所 帮每个残疾人亮本事

“阳光之家”“阳光基地”助力特困残疾人增收

市残联王爱芬理事长视察欧尚超市残疾人就业工作

样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