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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准帮扶、自强奋斗，打好脱贫攻坚战 分享机遇、同心寻梦，生活更有尊严更有滋味

平等相待、暖心支持，扶残助残蔚然成风

共谋发展 同享芳华
——我国残疾人事业发展综述

□ 新华社记者 王琦 高蕾

残疾人是人类大家庭的平等成员。尊重和保障残疾人的人权和人格尊严，使他们能以平等的地位和均等的机会充分参与社
会生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必然要求。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残疾人一个也不能少。近年来，我国将残疾人事业纳入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总体规划和国家人权行动计
划，残疾人权益保障的体制机制不断完善，残疾人社会保障制度和服务体系不断健全，残疾人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持续提升。

由于身体障碍、劳动能力弱、受教育

程度低等因素影响，贫困残疾人特别是

农村贫困残疾人是贫困人口中贫困程度

最深、脱贫难度最大、返贫率最高的特殊

困难人群。

停好三轮车，扛起车上的牧草，搬到

牛栏，打下电闸，粉碎牧草，铲到牛食槽

里……广西都安瑶族自治县隆福乡隆旺

村三叉屯村民罗仕林一口气把这些事干

完，似乎浑身都是劲儿。

2006 年，罗仕林打工的矿井突然塌

方，31岁的他失去了一条腿。拖着假肢回

到大山，罗仕林开始在谋生的道路上一瘸

一拐地奔忙。承包饮水工程建设、建牛棚

养牛……在脱贫攻坚政策支持下，罗仕林

从建档立卡贫困户名单退出，实现脱贫。

脱贫攻坚的道路上，离不开残疾人

紧咬牙关、奋力拼搏，也离不开一系列政

策扶持：

——中共中央、国务院 2018 年发布

《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三年行动的指导

意见》，专节部署贫困残疾人脱贫行动；

——国务院扶贫办、国家发展改革

委、中国残联等 26部门制定《贫困残疾人

脱贫攻坚行动计划（2016－2020年）》，并

制定了电子商务助残扶贫行动、产业扶

持助残扶贫行动等配套实施方案；

——2011 年至 2018 年，中央财政累

计安排康复扶贫贴息贷款 53亿元；

——实施精准扶贫战略以来，政府

将 600 多万残疾人纳入贫困户建档立卡

范围……

用非常之力，竟非常之功。《平等、参

与、共享：新中国残疾人权益保障 70年》

白皮书的数据显示，截至 2018年，建档立

卡贫困残疾人人数已减少到 169.8万。

“我们要充分认识残疾人的权利、

价值和尊严。他们与健康人一样有权

享有生活中的一切。”在国新办日前举

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中国残联主席张

海迪讲述了她眼中残疾人事业的发

展。

1960 年，5 岁的张海迪想上学，母

亲背着她一家一家找学校，但一些校

长回答：“对不起，我们不招收残疾的

孩子。”

如今，我国残疾人教育体系日趋

完善，残疾儿童少年义务教育普及水

平显著提高，残疾人非义务教育稳步

发展，融合教育不断完善，特殊教育公

共支出持续增长。

“现在每年有近万名残疾学生进

入高等学校学习。多年前的梦想在今

天终于成为现实。”张海迪说。

维护残疾人平等受教育的权利只

是残疾人事业发展的一个缩影。如

今，越来越多的残疾人找到了人生出

彩的舞台：

——获得一技之长、找到稳定工

作。截至 2018 年，城乡持证残疾人就

业人数达到 948.4万人；

——勇敢寻梦，在文体领域超越

自我。我国各类残疾人艺术团体已有

283个。中国共参加 9届夏季残奥会，

1337 名运动员奋力拼搏，获得 433 块

金牌，打破 261项世界纪录；

—— 争 当 先 进 ，赢 得 全 社 会 尊

重。涌现出一大批自强不息、奋发有

为的先进人物，获得“全国劳动模范”

“全国三八红旗手”等称号……

在新时代里，残疾人分享机遇、同

心寻梦，生活得更有尊严更有滋味。

在山东青岛，有一位被称为“笑

姐”的助残志愿者宋桂华。她和母亲

携手组建了“笑姐”爱心助残团队，

将城市居民的闲置衣物，根据受助家

庭成员的性别、年龄、身高、体重，

精挑细选，打包装箱，再面对面送到

农村特困残疾人家庭。

“一件旧衣，在咱们看来不算什么，

但对残疾人家里却是雪中送炭。”宋桂

华说。

如 今 ， 全 国 各 地 都 有 “ 宋 桂 华 ”

们忙碌的身影，“红领巾手拉手助残”

行动、中国青年志愿者助残“阳光行

动”等活动丰富多彩，扶残助残社会

风尚基本形成。

家住甘肃省金昌市宁远堡镇东湾

新村的残疾人张文德因为脑瘫，一生下

来就丧失行走能力。在当地残联和政

府部门帮助下，张文德家周围建起了缓

坡和扶手等无障碍设施。能够行动自

由的张文德在家里开了一个小卖部，逐

渐融入社会。

《平等、参与、共享：新中国残疾人

权益保障 70 年》白皮书介绍，目前全国

村（社区）综合服务设施中已有 75%的

出入口、40%的服务柜台、30%的厕所进

行了无障碍建设和改造。

与此同时，信息无障碍建设的步伐

加快。我国已发布多个国家及行业标

准，为残疾人便利使用信息通信设备、

获取互联网信息、操纵辅助装置等提供

了有效标准支撑。

全 面 小 康 ， 不 只 有 物 质 的 丰 盈 ，

更有生命的尊严。如今，8500 万残疾

人 正 在 以 主 人 翁 的 姿 态 投 身 社 会 发

展。在同奔小康的路上，残疾人一个

也不能少。

新华社北京7月28日电

7月 27日，乌英苗寨的孩子们用新
篮球投篮。

当日，广西柳州市柳北区政府部门
以及企业志愿者来到融水苗族自治县杆
洞乡黔桂交界的乌英苗寨，为贫困山区
的孩子们带来了篮球、书包等一批文体
用品，丰富孩子们的假期生活。

近年来，随着脱贫攻坚的深入推进，
乌英苗寨修建了灯光球场，孩子们告别
泥土球场，运动环境得到了很大改善。

新华社记者 黄孝邦 摄

新华社郑州7月27日电 （记者
李鹏） 在豫南方城县，每到傍晚，主

干道“凤瑞路”两侧战机造型的路灯

准 时 亮 起 ，在 夜 幕 中 显 得 熠 熠 生

辉。这里就是空军著名战斗英雄

——“铁杆僚机”杜凤瑞的家乡。

杜凤瑞，1933年出生，河南方城

人。出身贫苦的他，幼年过着乞讨

流浪的生活，后给地主当长工，尝尽

人间辛酸。怀着对旧社会的刻骨仇

恨和对新生活的美好愿望，杜凤瑞

于 1948 年 5 月参加中国人民解放

军。1956年 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参军后，杜凤瑞的阶级觉悟迅

速提高。他曾在日记中写道：一个

革命者，首先要确定坚定不移的革

命人生观，就必须注意培养自己的

思想道德品质，处处为党的利益和

人民利益着想，具有大公无私、舍己

为人的风格，能够为党的利益，牺牲

自己的利益，甚至生命。

杜凤瑞作战机智勇敢，不怕牺

牲。1948年 8月，他首次参加河南南

阳白河战斗就荣立战功。1952年在

云南剿匪战斗中担任司号员，带病出

色完成任务，立二等功一次。同年 4
月，调空军航空学校学习飞行。

学习期间，他以志愿军飞行英

雄为榜样，克服文化低的困难，以顽

强的毅力学习航空理论，钻研飞行

技术。他白天认真听课做笔记，晚

上熄灯后就在厕所里借着灯光看笔

记。后来，学校怕学员把身体搞垮，

不让他开夜车。他又买了个手电

筒 ，在 被 窝 里 打 着 电 筒 偷 偷 地 学

习。由于他勤奋刻苦，结业考试时

取得全优成绩。

毕业后，杜凤瑞被分配到空军

飞行部队，认真训练，虚心求教，飞

行技术迅速提高。1957年被评为优

等射手，被誉为“铁杆僚机”。

1958年 10月 10日拂晓，杜凤瑞

所在的飞行中队在福建龙田上空，

同窜犯大陆的台湾国民党空军 6 架

飞机展开激战。他驾 4 号机随长机

直插国民党军机群，当发现一架 F-
86 战斗机从后面偷袭长机时，立即

加大油门首先发起进攻，一举将其

击落。长机脱险，但自己却陷入 4架

敌机的围攻，座机被击中，头部受

伤。危急时刻，他无所畏惧，忍着伤

痛，驾驶受伤座机，咬住对方一架飞

机穷追不舍，从 1.2万米高空追击到

距地面 3500 米处，将其击落。当准

备拉起飞机继续战斗时，因座机受

伤严重，失去操纵，他被迫跳伞。在

即将降落地面时，遭敌机袭击，壮烈

牺牲，年仅 25岁。

同年 11月 27日，中国人民解放

军 空 军 政 治 部 为 他 追 记 一 等 功 。

1964 年 9 月 29 日，空军领导机关授

予他生前所在中队“杜凤瑞中队”荣

誉称号。

杜凤瑞牺牲后，为纪念传承他

的事迹和精神，方城县修建了杜凤

瑞纪念馆，并且先后将县城主街道

命名为凤瑞路、县城最大的广场命

名为凤瑞广场、县城东关命名为凤

瑞办事处，并将英雄故里赵洼村改

为凤瑞村、村中学改名凤瑞中学。

60 多年来，杜凤瑞的英雄事迹

传颂不衰。方城县人武部教导员马

庆赐连续 30 年挖掘杜凤瑞烈士事

迹，写成近 70 篇系列报道。杜凤瑞

胞兄杜凤嘉老人则深入部队和学

校，投身国防教育，先后为 10余万听

众作报告 200 多场。陈列于杜凤瑞

纪念馆的“杜凤瑞战机”30 年来“会

客”超过 300万人次。

如今，方城县以“飞行员摇篮”

闻名。方城县人武部介绍，在杜凤

瑞烈士的影响下，方城县连续 20 多

年出现“参军热”，为军事院校输送

学员近千人，其中飞行员 142名。

7月 28日，通过“扶贫专岗”就业的村民在威县鸡泽屯村一家服装加工厂工
作。

近年来，河北省威县把产业扶贫、就业扶贫作为脱贫攻坚的重要抓手，通过
“扶贫专岗”就近安置、鼓励灵活就业等多渠道开展扶贫工作，让有就业能力和意
愿的贫困群众在家门口实现就业，形成贫困户稳定增收的长效机制。目前，威县
已通过“扶贫专岗”帮助6000余名农村群众实现就近就业增收。

新华社记者 朱旭东 摄

杜凤瑞：

“铁杆僚机”慑长空

（上接 1版）累计发放食用菌产业贷款 2.5 亿元，同时

撬动社会各方投资达 4亿元以上。与农业银行合作，

量身打造“蘑菇贷”金融产品，首批发放 3185万元，有

力推动了食用菌产业化进程。强化技术服务。组建

食用菌产业协会和研究所，举办全国食用菌产业技术

与市场培训暨交口夏季香菇品牌推介会，聘请农业农

村部规划设计研究院张利群教授、中科院唐守正院

士、赵瑞琳博士、中国农大许剑琴教授等 9名国内权威

专家长期进行指导，邀请省内外专家经常性开展技术

培训，培养了一批本土技术员、土专家。与省农科院

等科研单位建立长期合作关系，编制香菇标准化生产

技术指导规程，攻克液体菌种培养技术，建立了较为

完备的种子库，具备了生产一、二、三级菌种和规模化

制棒加工的条件。密切利益联结。组织引导贫困户

通过房前屋后自种自养、承包大棚自主经营、企业（专

业合作社）基地带动、入股分红等多种模式参与食用

菌产业。2018年，全县食用菌产业带动 65%以上的贫

困村、贫困户稳定脱贫，户均收入 1万元以上。央视财

经频道、人民日报、山西卫视等新闻媒体对交口食用

菌产业发展深度采访报道。

拓展市场促产业，让特色产业成为金色品牌。
坚持集群化、节约化、市场化发展思路，用工业化生

产模式改造提升特色产业，全力推进特色农业品牌

化战略。引导企业转型推进农业产业化。组织部分

企业家赴河北、山东等地参观学习，引导本地天马、

天鹏等资源型企业投资 2.5 亿元，建成韦禾、天麟两

个现代化食用菌示范园区，引进国内最先进的智能

化数控生产线，建成国内一流的无菌车间，产业的规

模化、集群化、市场化水平显著提升。加快市场拓展

和品牌化。组织人员赴太原、西安、深圳等地开拓市

场，积极参加省、市农博会和功能食品展销会等活

动，开展绿色、无公害、有机产品认证，创建了“韦禾”

“双轩”等品牌，与中国网库合作建立电子商务产业

基地和交口夏菇单品交易平台，实现了食用菌产品

的即产即销、产销两旺。着力推进林菌循环可持续

发展。着眼当前，立足长远，超前谋划布局，实施了

50万亩国家储备林、食用菌原料林项目，有效避免食

用菌产业发展原料制约瓶颈，全面启动全域森林经

营，建立森林经营、生态修复、食用菌院士工作站，实

施森林质量精准提升 4.7 万亩，建设 6 个栎类经营示

范基地和 1 个古栎类公园，放大生态优势，促进林业

产业的提质增效和食用菌产业的可持续发展，实现

资源综合利用，林菌循环发展。延伸产业链条实施

“走出去”战略。在发展食用菌种植的同时，鼓励有

条件的企业延伸产业链条，积极开发菌种培育、菌棒

制作、香菇制品深加工等上下游配套产业，吸引来了

省内外甚至韩国等国家和地区的客商。韦禾农业发

展有限公司抓住市场有利契机，凭借先进生产技术

和品牌实力，邀请韩国客户到交口详细考察了解技

术、管理、环境、产品质量，并经过严格技术检验后签

订了 50 万棒菌棒的首单合同，年内供韩意向将达到

500万棒。由此，标志着交口食用菌产业正式挺进海

外市场，实现了由买菌棒到制菌棒，由单纯卖香菇到

菌棒、香菇、香菇制品多元化发展的裂变，随着交口

香菇海外市场的开拓，香菇将真正成为交口人民的

“生态菇”“致富菇”和“幸福菇”。

厚植产业发展新优势 拓展香菇外销大市场

（上接1版）在贾旭东看来，变化最大

的就是责任，最初总认为是经营好企

业就万事大吉了，既实现了个人目的，

也解决了生活保障。但随着时间的推

移，才发觉作为掌舵人不仅仅肩负的

是一个产业，也肩负着柳林人民对这

个产业的厚望。

通过多年的经营，沟门前碗团已

经走上快速发展的道路，但是贾旭东

并没有满足于此。他又对吕梁传统农

产品产业有了新的想法，要运用自身

产业的发展模式促进吕梁传统农产品

行业的发展，进一步推动我市经济转

型发展。

贾旭东：让柳林碗团走进世界美食之列

新华社成都7月 28日电 （记者 余俊杰） 文化和旅

游部28日公布了第一批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名单，包括北京

市密云区古北口镇古北口村在内的 320个村庄榜上有名。

据悉，该名单由文化和旅游部、国家发改委共同遴选推出。

28日，全国乡村旅游（民宿）工作现场会在四川成都

举行，会议指出，要聚焦“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

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目标，主动担当，开拓创新，促进乡

村旅游提质增效，服务乡村振兴战略。

会议提出，将对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提供专项金融

支持，未来 5年，中国农行将向全国旅游重点村提供 1000
亿元意向性信用额度。

文化和旅游部负责人在会上指出，要将规范发展乡

村民宿作为推进乡村旅游转型升级的重要抓手。他表

示，要坚持文化引领、乡村特色，防止乡村民宿成为城市

酒店的“克隆版”、农家乐的简单“翻新版”；要坚持绿色发

展、保护优先，防止急功近利、大拆大建，破坏乡村原有风

貌；要坚持农民主体、大众消费，避免奢侈化、怪异化、高

价化，偏离乡村民宿发展本真。

文化和旅游部负责人强调，要把乡村民宿发展与脱贫

致富结合起来，鼓励和引导农民、贫困户积极参与民宿的

经营服务，提升脱贫致富能力。科学引导社会资本参与乡

村民宿建设，探索农户自主经营、“公司+农户”“合作社+农

户”“创客+农户”“公司+村集体经济组织+农户”等模式。

本次会上还发布了《全国乡村旅游发展监测报告（2019
年上半年）》，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乡村旅游总人次达15.1亿

次，同比增加10.2%；总收入0.86万亿元，同比增加11.7%。

文化和旅游部公布首批
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名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