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编辑：康源 校对：筱华 美编：王祯磊

星期二 本期共二版

2014/09/23

NO.18

主管：中国企业联合会 中国企业家协会

主办：中国企业报社

新闻热线：010-68735751

E-mail：zgcjrjy@163.com

网址：epaper.zqcn.com.cn

指导单位：中国残疾人联合会就业服务指导中心

10%公益性岗位安排残疾人

杨德国 本报记者 王少华

本刊主编：王少华

法律顾问：北京太古律师事务所赵丽律师

多年来， 通过政府的引导和扶

持， 陕西省残疾人就业层次不断提

高，就业渠道日益扩大，就业服务工

作日臻普及、稳定、合理。根据第二次

全国残疾人抽样调查报告数据推算，

陕西省有各类残疾人249万， 其中

15—59周岁就业年龄段残疾人110.1

万。

陕西省残疾人劳动就业服务中

心主任张孝如对《中国企业报》记者

表示，今后全省残疾人就业工作重点

是“落实”，要按照“三个有利于”的原

则，坚持“纳入、依托、整合、鼓励”的

八字工作思路，落实思路、落实任务、

落实政策、转变作风，力争为残疾人

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和施展才能的

平台， 使他们能够为社会作一份贡

献，能够融入到小康社会之中。

按比例就业：全省安排

残疾人就业7.5万人

陕西省现有各级残疾人就业服务

机构118个。近年来，各级就业服务机

构以科学发展观为统领， 以解决残疾

人就业为目标，增强服务意识、完善服

务职能、加大工作力度，残疾人就业服

务工作呈现出了良好的发展态势。

1993年3月省政府批准在宝鸡、咸

阳进行按比例就业试点。1995年12月

以后，按比例就业工作全面推行。全省

各级就业服务机构集中人力， 深入到

各单位进行年审， 按比例就业工作取

得初步成效。2004年7月， 经省政府同

意，省残联、地税局、财政厅、审计厅、

监察厅联合召开了全省按比例就业工

作现场会，推广残联年审、地税代征、

协同作战的工作模式， 形成了具有陕

西特色的残疾人按比例就业新局面。

此后，积极争取人大开展执法检查，主

动联合财政、税务、审计、监察等部门

进行专项检查， 认真配合劳动部门搞

好劳动监察， 对规范按比例就业工作

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每年按比例就业

人数不断攀升。2013年全省新增残疾

人就业7234人， 超额完成1234名。目

前，全省按比例就业共计7.5万人。

集中就业：两年建成省

级残疾人就业基地78家

近年来， 集中就业工作有序开

展。1992年，省劳动厅、省税务局、省

残联出台的《关于各级残疾人联合

会兴办残疾人劳动就业服务企业有

关问题的通知》规定，残疾人劳动就

业服务企业是残疾人组织开办的特

殊性的劳动就业服务企业， 残疾人

劳动就业服务企业中， 残疾人达到

国家规定的比例， 可享受国家对福

利企业同等的一切优惠政策。随后，

又相继出台了比较完善的配套政

策，建立了相对规范的操作程序，全

省劳服企业形成了自上而下的管理

体系， 取得了一定的经济效益和社

会效益。

为促进更多的企业吸纳残疾人

就业，2012年，省财政厅、省残联印发

《省级残疾人就业保障金支持集中安

置残疾人就业企业（基地）项目申报

指南》， 规定今后陕西省集中安置残

疾人就业的企业可获得省级残疾人

就业保障金资助。 项目实施两年来，

全省共建成省级基地78家， 共安排

5754名残疾人就业， 扶持金额为

4805.8万元。目前，全省有福利性企业

和单位697家， 其中福利企业274家、

集中就业单位13家、 盲人按摩机构

200家、工疗机构9家、托养服务工场

22家、职业康复工场2家、原残疾人劳

服企业2家、 社会机构安置残疾人企

业175家， 共安排残疾人集中就业3.3

万人。今年省残联和省财政厅又联合

出台了《省级残疾人就业保障金扶持

盲人按摩示范店项目指南》和《陕西

省残疾人特色工艺品制作项目申报

指南》， 对符合条件的30个盲人按摩

示范店各扶持15万元，对符合条件的

30个残疾人特色工艺品制作企业各

扶持10万元。

个体就业：全省个体灵

活就业残疾人6.5万

目前，个体就业工作顺利进行。各

地按照残联教就字〔1999〕第16号和陕

政办发〔2000〕27号文件精神，结合当

地实际， 提出了明确的贯彻意见和要

求。 各级残联和就业服务机构加大与

工商、税务部门的沟通协调力度，制定

了残疾人优惠政策，在核发营业执照、

办理手续、 落实场地等方面给予优惠

和照顾，并减免税费。各级劳服机构采

取切实措施，鼓励残疾人个体经营。争

取财政专项扶持资金， 扶持残疾人个

体就业。政策的落实，使残疾人依靠政

府的择业观念有了转变，一些有技能、

有专长、 有经营头脑的残疾人纷纷将

目光投向个体经营， 涌现出一批致富

能手、先进典型，带动了更多的残疾人

加入到个体就业行列。

为鼓励残疾人自主择业、 自主创

业和个体就业， 以创业促就业，2014

年，省残联、省财政厅联合制定了《陕

西省残疾人自主创业扶持项目申报指

南》，确定实施陕西省扶持万名残疾人

自主创业工程。其中省级扶持2000名、

市级扶持8000名。据统计，全省个体及

灵活就业残疾人人数达6.5万余人。

盲人是一个特殊的社会群体，由

于自身的原因， 这个群体在社会中的

工作就业面还很窄，就目前来看，按摩

是盲人就业的主渠道。近三年来，省中

心举办盲人按摩培训班10期， 培训盲

人按摩学员442人， 盲人计算机学员

108人，督导各市完成盲人按摩培训共

计1016人。组织161名盲人按摩学员参

加了全国盲人医疗按摩人员陕西考区

考试。42名盲人医疗人员参加中级职

称考试。 对符合条件的从事医疗按摩

的441名盲人核发从医资质证书。

就业培训：4年举办残

疾人计算机培训班11期

多措并举扩大残疾人就业面。各

级残疾人劳服机构通过多种方式，不

断扩大残疾人就业的渠道，促进了更

多的残疾人就业。

一是以项目推动就业。积极实施

长江高科技助残就业项目、残疾人公

益性岗位补贴项目推动残疾人就业。

积极协调人社部门落实政府开发的

公益性岗位，按10%左右的比例安排

符合条件的残疾人就业。二是以培训

扩大就业。从2011年起，省残疾人职

业培训中心连续4年将残疾人计算机

技能培训项目列入省政府为残疾人

办实事项目工程，加强项目督导检查

和管理，共举办残疾人计算机培训班

11期，共培训残疾人415人次，指导全

省共培训3014人次，取得了良好的社

会效果。三是以活动拉动就业。各级

劳服机构连续多年开展残疾人就业

服务系列活动、“促进残疾人就业再

就业大型招聘洽谈会”活动、举办残

疾人职业技能竞赛活动等方式，推进

残疾人就业的渠道和就业岗位不断

扩大， 促进了更多的残疾人就业。今

年省残联和省财政厅又联合出台了

《省级残疾人就业保障金支持残疾人

职业培训示范基地建设项目申报指

南》， 对符合条件的30个残疾人职业

培训基地各扶持15万元。

榜样

作为国有企业，宝鸡机床集团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宝鸡机床”） 总资

产16亿元、员工3500多名。目前，宝鸡

机床共安排残疾人45名，年缴纳残疾

人保障金60多万元，完全达到了国家

对企业安排残疾人就业的相关要求。

安排的残疾人分别在按摩师、 门卫、

维修工、采购员、检验员、保管员、吊

装工、钳工、电工、磨工等岗位工作。

宝鸡机床党委副书记、 工会主席

袁炜对《中国企业报》记者表示，随着

公司的不断发展壮大， 今后公司将加

大安排残疾人就业的力度， 竭尽全力

多安排一些残疾人来公司工作， 给残

疾人多一些关照和关爱， 为残疾人多

提供就业机会， 按比例安排不够的人

数， 严格按相关规定积极缴纳残疾人

保障金，为残疾人就业工作多做贡献。

多年来，宝鸡机床根据每个人的

实际情况，将有一技之长的员工“用

在刀刃上”， 残疾程度高的员工照顾

性安排在比较轻松的岗位。在生产一

线工作的员工安排时给予倾斜性照

顾，不安排重活、难活、急活等，平时

密切关注残疾人的工作、学习及生活

状况，有问题及时协调解决。

宝鸡机床领导层认为，安排一名

残疾人就业，不光是他（她）一个人的

事情， 可以说是一个家庭的大事，不

仅仅使他们的生活有了一定的保障，

也能充分体现他们的人生价值，树立

他们的生活信念，更能给他们的家庭

带来希望和生机，同时为建立和谐社

会做了一定的贡献。而在对残疾人员

工的关照方面，最大的关照莫过于为

其安排一个力所能及的合适岗位。

宝鸡机床非常重视残疾人就业

工作，公司认真贯彻执行“陕西省人

民政府第85号令”《陕西省按比例安

排残疾人就业办法》及“宝鸡市人民

政府第36号令”《宝鸡市按比例安排

残疾人就业实施办法》等相关法律法

规。充分考虑接收的残疾人的残疾程

度及本人实际情况， 尽企业所能，为

其安排力所能及的适宜工种和岗位，

与安排就业的残疾人签订劳动合同，

实行同工同酬，并按国家有关规定为

其办理养老、失业、工伤、医疗、生育

及公积金等五险一金。

据介绍，宝鸡机床是中国机床工

具行业骨干企业、中国金属切削机床

行业排头兵、“2013年度中国机械百

强企业”。 下辖宝鸡忠诚机床股份有

限公司、 陕西关中工具制造有限公

司、宝鸡忠诚制药机械有限公司等十

个子公司，形成了以数控机床、机床

刀具、制药机械、机床配套、汽车零部

件加工等五大产业、七大园区为主导

的国有大集团企业格局。

“一切为了企业发展，一切为了职

工利益”是宝鸡机床坚持的宗旨。该公

司不仅实现了持续、和谐发展，更是实

现了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双赢。先

后荣获“全国五一劳动奖状”、“中国机

械行业核心竞争力优秀企业”、“全国

用户满意产品”、“国家出口免验”、“中

国驰名商标”、“省、市国有企业四好领

导班子”、“陕西省劳动关系和谐企

业”、“省厂务公开五星级单位”、“省环

境文明推动力突出贡献企业”等荣誉。

本报记者 王少华

宝鸡机床:按比例安排残疾人就业的国企典范

陕西省残联党组

书记、理事长高合元与

党组成员、副理事长戈

养年一行观摩残疾服

装设计师制作服装

陕西省政府以项目推动残疾人就业,形成多渠道、多层次、多形式就业格局

王亦杉 杨德国 /文并摄

陕西宝鸡：

7年培训残疾人近 12万人次

陕西宝鸡现有各类残疾人 22.1万，占总人口的 5.97%。 近

年来，该市认真贯彻落实国家残疾人就业相关政策，建立健全

党委领导、政府主抓、部门配合、社会参与的工作机制，充分发

挥残疾人能人带动、残疾人扶贫基地辐射带动作用，注重政策

推动、品牌引领，积极探索宝鸡残疾人就业新模式，千方百计

促进残疾人实现就业， 不断提升残疾人生活状况和质量，7 年

培训残疾人近 12万人次, 80%实现稳定就业。

注重引导扶持，党委政府带头安置残疾人

近年来, 宝鸡通过加快推进基层残疾人组织体系建设，公

开招聘录用 18 名残疾人干部，完善市、县、乡、村四级残疾人

工作者队伍，对基层残疾人专委实行补贴制度。 目前，全市共

有残疾人工作者 2100 名（含残疾人专委），其中残疾人占 90%

左右，有力推动了机关事业单位和基层安置残疾人工作。

同时，2012 年，积极配合全市取缔参与非法营运残疾人机

动三轮车活动，抓住机遇，争取到市人社局 500 个公益岗位，

合理设置了残疾人康复协调员、残疾人文化等岗位，使全市各

类残疾人公益岗位人数扩大到 702 名， 既提高他们的生活补

贴标准， 又拓展了残疾人就业岗位， 妥善解决了他们就业问

题。

根据残疾人身体情况， 为残疾人量身定做就业岗位，

搭建残疾人就业平台。 结合各县区产业发展特点，指导开

发种养殖业、 残疾人文化等扶贫基地 53 个，538 名残疾人

实现就业。 积极争取上级残联对残疾人福利企业的扶持政

策，指导福利企业完善扶助残疾人制度，形成长效扶助机

制。 目前，全市共有各类福利企业 72 户，共安置残疾人近

2978 名。

从 2012 年开始，全面实施市、县残疾人就业中心标准化

建设， 不断提升机构的服务水平。 目前， 全市共有用工单位

9710 余家，累计按比例安置残疾人就业 5531 人。

鼓励个体创业，创办“残疾人就业一条街”

扶持残疾人个体创业从业，是近年来宝鸡市委、市政府关

爱残疾人的主要工作内容之一。 2007 年，市委、市政府发出了

“全民创业”的通知，市残联每年都有明确的目标任务，从 2009

年开始，配合宝鸡市创建全国创业型城市活动，积极协调社会

保障部门出台了多项残疾人创业就业的优惠政策， 并于 2010

年创办了“宝鸡市残疾人创业孵化基地”，为残疾人提供创业

项目 63 个，培养残疾人创业标兵 32 个。

充分发挥市、县两级残疾人劳服机构的作用，对残疾人求

职登记、职业评估、下岗再就业等方面提供了方便，在传统个

体就业形式的基础上，还开辟了诸如“残疾人就业一条街”等

形式的新型就业模式,为残疾人的创业就业工作开辟了绿色通

道。 经过几年的辛勤努力，共使 190 名残疾人成功创业。 部分

残疾人还参加了世博会及国家、 省级残疾人技能大赛等重要

活动的才艺展示，充分向国内外展现了宝鸡市残疾人的风采。

同时，从 2008 年开始，在全市范围内发展盲人保健按

摩连锁店，截至 2014 年 8 月已在各县区发展盲人按摩连锁

店 51 家，带动盲人就业 430 余人。 为鼓励残疾人的创业积

极性，以市政府、市政府残工委名义对涌现出来的 32 名“创

业之星”进行了表彰奖励。 市残联也连续三年被市政府命名

为“全民创业工作先进单位”。

2007 年,在广泛进行就业市场调研的前提下，针对如何提

高残疾人职业技能水平、解决残疾人就业率低及重残、一户多

残家庭生活水平低下等问题,开办了“宝鸡市残疾人职业技术

培训中心”。 （下转第二十二版）

职业技能竞赛比赛

残疾人在擦拭机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