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榜样

山西年均安置残疾人就业1.3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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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27日至28日， 山西省第五届

残疾人职业技能竞赛在太原举行。来

自全省11个市代表队的159名选手参

加了计算机与电子工程、 工艺美术、

手工制作、服装、生活服务等五大类

11个项目的角逐。 竞赛组委会主任、

山西省残联党组书记、理事长李亚明

在开幕式上发表讲话。中国残联教育

就业部副主任解宏德代表中国残联

宣读贺信。

山西省第五届残疾人职业技能

竞赛的成功举办，是该省近年来大力

推动残疾人就业工作的一个缩影。山

西省残疾人总数为215.7万人，占人口

总数的6.04%，其中城镇53.41万，农村

162.29万。就业年龄段（16—59岁）的

残疾人100.52万， 占残疾人总数的

46.6%。“十二五”以来，全省平均每年

安置残疾人就业约1.3万人，其中城镇

4000人左右。

残疾人就业服务体系

初步形成

开幕式现场展出了100多幅残疾

人各具特色的书法、 绘画、 刺绣、编

织、手工艺品，展示了山西省残疾人

精湛的技艺和职业技能培训成果。经

过两天的角逐，张平等11人分获各竞

赛项目的单项成绩第一名， 太原、运

城、长治市代表队分获团体成绩前三

名，晋城、忻州、临汾、阳泉市代表队

获优秀组织奖，晋中、吕梁、大同、朔

州市代表队获道德风尚奖。

近年来，省级主要开展对各级残

疾人就业服务机构工作人员业务与

岗位资格培训和示范性的残疾人职

业技能培训；市县主要开展针对求职

残疾人的职业技术培训和农村残疾

人实用技术培训。残联组织培训与委

托或利用社会各类培训机构相结合，

突出培训的针对性、实用性、定向性，

注重培训就业率。残疾人职业技能培

训工作主要由各市、 县依托劳动、教

育、 农业和科技等相关部门进行。11

个市都建立了各自的培训基地，培训

工作井然有序开展。“十二五” 以来，

全省城镇、农村各级各类技能培训共

培训残疾人7.97万人。

在各级残联的积极协调和努力

下，全省各级残联残疾人就业服务机

构已全部建立，各级残疾人就业服务

机构设有为残疾人就业提供各种服

务的综合性服务场所，形成了从省到

市到县的三级残疾人就业服务网络。

就业服务也由过去的政策咨询、

求职登记、职业康复、职业介绍、职业

培训等， 逐步向残疾人就失业登记、

扶助残疾人个体就业和农村残疾人

从业、扶持和鼓励残疾人灵活就业和

自主创业、支持和帮助用人单位按比

例安排残疾人就业、开展盲人保健按

摩和医疗按摩行业管理， 开展智力、

精神残疾和重度残疾人的托养、残疾

人职业能力测评和评估、职业技能鉴

定和职业技能竞赛、组织个体就业残

疾人参加社会保险等方面拓展。省级

和太原、阳泉、晋城等市建立了残疾

人就业信息网，为残疾人和用人单位

提供信息服务。

残疾人就业

呈现多元化格局

近年来，山西省残疾人就业形式

由过去的主要靠福利企业安置逐步

向按比例安排就业、自主创业、个体

从业、灵活就业和临时性、季节性就

业等多元化格局发展；由在简单劳动

密集型企业就业向资金密集型、技术

密集型企业就业发展； 由低技能水

平、低薪酬、高劳动强度岗位向高技

能水平、高薪酬、低劳动强度岗位发

展。

许多残疾人通过自身的努力，

依托残疾人就业服务机构的扶持和

服务，进入了高科技行业就业，当上

了白领，甚至创办了自己的企业，实

现了理想的就业愿望， 生活水平有

了明显提高。“十二五”以来，全省累

计安排残疾人就业3.88万人，残疾人

的就业状况得到逐步改善。 经过各

级残联和残疾人就业服务机构的共

同努力， 全省残疾人就业逐步形成

了以集中就业、按比例就业、个体就

业为主体，以社区就业、灵活就业、

自主创业为补充的多元化就业格

局。

盲人按摩培训就业率

达到95%

2010年至2013年组织全省盲人

285名参加了全国盲人医疗按摩人员

考试，共有89名盲人考生通过考试合

格并取得了盲人医疗按摩人员从医

资格证书及初级职称证书，通过率达

到31.2%。

在中残联职改办、 省人社厅的领

导和指导下， 组织开展全省盲人医疗

按摩人员专业技术职称评审工作，截

止到2013年底，全省共有141名盲人取

得中级专业技术职务证书，250名盲人

取得初级专业技术职务证书，39名盲

人取得高级专业技术职务证书。“十二

五”以来，全省共培训盲人2036人，经

过培养、 培训的盲人按摩人员就业率

达到95%以上。 全省登记在册的盲人

保健按摩机构有900余家，7000多名视

力残疾人以按摩为职业， 盲人按摩已

经成为盲人就业的主要渠道。

2011年以来，山西省太原市残疾

人就业服务中心（以下简称“中心”）

按照中残联就业服务机构规范化建

设的部署，结合本地残疾人就业工作

的实际情况，积极协调人社、财政等

部门，全力开展残疾人就业服务机构

规范化建设工作，为残疾人服务的能

力有了显著提高。2013年被中残联授

予“全国长江高科技助残项目”先进

集体，连续四年被省政府授予“就业

工作先进集体”，被市委、市政府授予

“模范单位”和“就业工作先进集体”

等荣誉称号。

完善设施

加快信息化建设

完善服务场所和办公设施。中心

有就业服务大厅300平方米， 同时还

有为残疾人配套服务的康复训练区

域、文体活动区域、技能培训区域、后

勤服务区域4500平方米。在办公和活

动区内，无论是在门前设置的残疾人

无障碍坡道， 还是在楼内的走廊、候

梯厅、踏步间、卫生间以及电梯间，都

按照国家无障碍建设规范的要求，进

行了设计和施工，方便了残疾人朋友

的办事和出行。

为了保证中心各项业务工作顺

利开展，在“十二五”期间共投入100

余万元，用于中心网络系统和办公自

动化设备设施的建设，先后购置办公

电脑32台， 激光彩色和A3、A4打印机

25台，彩色和普通扫描仪2台，办公一

体机5台，大型彩喷机1台，彩色和A3

复印机2台， 无障碍触摸查询机2台，

投影仪1台， 全彩显示屏1块等设备，

满足了中心办公的需求。

完善业务工作和信息化建设。按

照省残联制定的残疾人就业服务机

构规范化建设的要求，中心开设了为

残疾人提供失业登记、 就业登记、职

业介绍、职业指导等劳动事务代理一

站式服务窗口，服务大厅的电子显示

屏幕直接与市人社局人才市场信息

联网， 滚动播放人才市场需求信息，

为残疾人了解就业招聘信息提供了

快捷的服务。 还设置有职业指导室、

就业招聘洽谈室、职业能力评估室和

职业技能鉴定室。建立健全了职业培

训制度、职业介绍制度、与社会用人

单位联系制度等。建立健全了职业介

绍流程、就业年审工作流程、求职登

记工作流程、就业和失业登记工作流

程、残疾人招聘工作流程、职业能力

评估工作流程等，达到了省残联“十

二五”期间就业服务机构规范化建设

要求。

搭建平台

创建培训品牌

规范管理，提升能力，促进残疾

人就业。去年以来，中心积极与市人

社局就业处、市就业管理中心、市职

业介绍服务中心合作，向社会发布残

疾人招聘单位信息2500家，市本级召

开残疾人就业招聘会14次，其中大型

招聘会4次， 共联系用工单位138家，

提供了用工工种70余个、提供就业岗

位1500余个，为广大残疾人朋友就业

搭建了平台；完成了乡镇、街办残疾

人专职委员的上岗培训和日常考核

工作， 为100名公益性岗位残疾人员

办理了工资卡和失业保险开户手续，

在政府的支持下， 又开发了617个社

区残疾人专管员公益性岗位，并及时

向人社、财政申请发放公益性岗位工

资、采暖费、缴纳“五险”经费，向全市

551个社区残疾人联络员发放生活经

费补贴。

为了提升就业服务机构工作人

员的综合素质， 建立和完善各级管

理员队伍， 中心在全市就业服务机

构及乡街、社区选派了160名在基层

有一定工作经验、 具备学习条件的

工作人员参加了中残联举办的就业

指导员远程培训，选派了4名科室负

责人参加了中级职业指导师培训，

选派了3名残疾人自强创业标兵参

加了清华大学的创业培训， 为全面

提升就业服务能力， 深入推进就业

服务机构规范化建设工作起到了积

极的促进作用。

健全制度，创立品牌，推行实名

制培训。根据中残联、省残联推行的

加大残疾人实名制培训力度，切实保

证残疾人培训和就业质量的总体要

求，中心在过去开展的“六免费”活动

的基础上，去年把培训工作的重点放

在提升培训质量， 提高管理水平上

来。首先与市财政局联合对全市残疾

人免费培训基地进行重新认定。在全

市44家职业技能培训学校中经过实

地考察筛选， 选定了7家师资力量较

强，办学规模较大，培训项目较全，特

别是对残疾人事业有爱心的培训学

校作为全市残疾人免费培训基地，其

中太原市残疾人职业教育中心、太原

市三桥职业技能培训学校、山西五一

职业技能培训学校等3所学校2013年

被中残联确定为国家首批残疾人免

费培训基地，确保了培训的质量和培

训后就业率的稳步提高。

本报记者 王少华

太原内外兼修全力开展规范化建设

马红民

三桥职校

教育延伸到毕业后

“教育照亮人生，技术立足社会。”这是太原市三桥职业培

训学校校长魏忠国的格言。建校30年来，魏忠国校长正是用这

句格言激励着自己走过无数的艰难坎坷，迈向成功之路，创造

了三桥职校品牌。

“为学员掌握技术，自谋生路牵线搭桥”

魏忠国的生命刚刚开始便承受了巨大的苦难———两岁

时，因小儿麻痹落下终身残疾。但他以一个不向健全人服输的

心态，走完了从小学、初中、高中到自考大专的求学之路。

“我从自己亲身感受中体会到了一项技能、一项事业对一

个人、一个家庭的重要性，所以想到了办一所技能培训学校，

帮助更多的学员顺利就业，在成就自己的同时服务社会。”

魏忠国敢想敢做，1984年经政府主管部门批准，自筹资金创

办了“太原市三桥职业培训学校”。建校初期非常艰难，为了使第

一批学员学到技术，他以校为家，吃住在学校，亲自执教，天天坚

持面授十二节课，课余还要管理校务，筹划学校的发展，晚上10

点钟上完课，还要亲自辅导学员裁剪加工服装进行实践锻炼。

“苦心人，天不负”，办学近30年，在党和政府及社会各界

的支持帮助下， 学校由单一的服装裁剪制作专业发展成为集

中式烹调、面食、电脑、美容、美发、影楼化妆、中西糕点、服装

设计与制作、电气焊、插花艺术、挖掘机装载机驾驶操作等十

几个专业的综合性职业技能培训学校。成为一所远近闻名的、

有一定影响力的职校。 魏忠国之所以为职业学校起名叫“三

桥”，实际上体现着他的办学宗旨：学校是在为学员实现理想，

走向成功筑基架桥；为学员掌握技术，自谋生路牵线搭桥；为

学员学有所成，造福社会铺设金桥。

“学习在三桥，欢乐在三桥”

30年来，学校响应党和政府及省市残联领导的号召，以帮

助残疾人学习一技之长，自谋生路，自食其力，减轻其家庭和

社会负担为己任，给残疾人更多的关爱，长期坚持以残助残。

尤其是学校成为山西省和太原市残疾人劳动技能培训定点基

地后，因材施教，使他们学到一技之长。多年来，学校免费培训

残疾人数千人次。

魏校长对身有残疾的学员，倍加关心和爱护，从思想上开

导残疾人要走出生活的阴影，勇敢地面对疾病；在生活上每天

安排专业人员负责他们的吃、住、行，帮他们洗衣服；在教学

中，老师手把手教，不厌其烦，反复示范讲解。

在校学习的残疾人说：“学习在三桥，欢乐在三桥，出路在

三桥。”解决就业是残疾人自食其力的关键，魏校长在自己创

办的太原市亚都服装厂里安置残疾学员工作； 亲自送多名残

疾学员到有关单位工作。

“一分耕耘，一分收获”，2010年，三桥职校残疾学员代表

队取得太原市首届残疾人劳动技能大赛团体总分第二名的好

成绩。学校培养具有一技之长的残疾人中，有不少的成功者。

例如：阳曲县张载元（二级肢残）电脑班学员毕业后，开办了电

脑服务部，魏校长特向市残联为张载元申请5000元资金补贴，

并获得“长江高科受益就业创业明星”称号。

“毕业后，魏校长还帮我们维权”

建校30年来，从三桥职校毕业后就业、创业的农民工、再

就业再创业的下岗失业人员数以万计， 他们分别走上不同的

工作岗位，学校还不定期回访指导，帮助他们顺利地工作和创

业成功。当他们遭遇欠薪和伤害时，魏校长就想方设法帮他们

讨薪和维权……

电焊班学员常保平毕业后，在工作中把脚扎伤，魏校长亲

自与其领导协商，按国家有关工伤条例解决了此事。通过尽心

竭力的帮扶，努力使三桥职校成为学员们第二个温暖的家。近

年来，三桥职校先后被认定为国家、省市技能扶贫定点培训学

校，农民工转移培训基地，山西省残疾人职业培训基地，再就

业培训定点单位，山西省特色职业培训学校，全国职工教育培

训示范单位，曾多次被评为太原市先进单位和先进学校。

为了更好地让来校学习的学员进行实践， 随着三桥职校

创立不久，魏校长就着手筹备太原市亚都服装厂。凭着他对事

业执着的追求，使得服装厂业务不断增加，如今能吸纳50多名

残疾人和下岗失业人员在服装厂工作。

如今，魏忠国荣获了“2014年全国自强模范”称号，并受到

国家主席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接见，而作为太原市杏花

岭区第三、第四届政协委员的魏忠国说,“让荣誉成为过去，把未

来当做重任，身残不是一种悲哀，他更能激发我奋斗不止。我要

用残疾的双腿踏出深深的人生足迹，走向更大的成功。”

加强就业服务机构规范化建设促进残疾人就业

残疾人招聘会现场

“十二五”期间，共为12453名残疾人进行了实名

制职业技能培训， 为残疾人学员真正掌握劳动

技能，走上工作岗位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在“十

二五”期间，太原通过多种渠道安置残疾人就业6744

人，受到广大残疾人及亲属的好评。

记太原市三桥职业培训学校校长魏忠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