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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 5 月 21 日，是第三十三次
全国助残日。今年全国助残日活动
的主题是“完善残疾人社会保障制
度和关爱服务体系，促进残疾人事
业全面发展”。

这些年，广大残疾人发扬自尊、
自信、自强、自立精神，在挫折中前
行，在逆境中奋进，谱写了一曲曲动
人的生命之歌。在全国助残日到来
之际，让我们聆听他们的故事和心
声，一道向阳而生、共享芳华。

康复服务：
“修复”人生，“修补”信心

“从来不敢想有一天我也能跑
起来。”今年36岁的广西北海市合浦
县山口镇高坡村村民李梅7岁时因
患脊髓灰质炎造成右下肢残疾、行
走步态异常，但因为家里贫困一直
没有得到好的治疗。结婚后，丈夫
在建筑工地打工，李梅在家带着两
个孩子勉强度日，早就放弃了看病
的打算。

直到前不久，北海市合浦县残
联工作人员找到了李梅，告诉她可
以为她手术并提供康复服务。如
今，李梅的脚得到矫正，腿部肌力也
有所提升。医生告诉她，再完成两
个月康复治疗，她就能小跑起来了。

康复一人，幸福一家。李梅的变
化是北海市近年来加大力度实施困
难成年残疾人康复服务项目的缩影。

在这个项目中，经城乡居民基
本医疗保险、大病保险等报销后，困
难残疾人康复费用个人自付部分可
获得每人每年最高6000元补贴。自
2020年实施以来，已有261名困难成
年残疾人得到康复救助。

康复是残疾人的迫切需求。为
努力实现残疾人“人人享有康复服
务”的目标，各级残联以农村低收入

残疾人为重点，主动为有需求的残
疾人提供康复医疗、功能训练、辅具
适 配 等 服 务 ，2021 年 至 2022 年 ，
1707.46万名残疾人得到基本康复服
务，341.8万名残疾人得到辅具适配
服务，残疾人基本康复服务覆盖率
稳定在 85%以上。此外，2021 年至
2022年，先后有76.97万名残疾儿童
得到康复救助。

就业创业：
自立自强，拥抱梦想

房前，青砖铺就的小路干净整
洁，猕猴桃架上生机盎然；屋后，鸡
笼兔笼摆放整齐，小小菜地里各色
果蔬长势正好。

陕西省汉阴县涧池镇新华村张
本录家的小小庭院里，有“看头”更
有“赚头”。

张本录是一名肢体四级残疾
人，妻子外出打工，儿子在外上学，
自己没有工作，只能待在家里，常常
觉得非常苦恼。今年，在县残联帮
助下，张本录对自家小院进行了改
造，一年收入大约2万元。

“以前他可不愿意别人去他家，
现在看见熟人都热情地往家里拉。”
村民的话道出了张本录小日子的大
变化。

不止张本录，近年来，汉阴县先
后帮扶 200 多户残疾人家庭发展庭
院种养业，庭院“方寸地”成为增收

“聚宝盆”。
为残疾人搭建就业创业舞台，

是帮助他们增加收入、融入社会，实
现人生价值和梦想的重要途径。

2022年4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
的《促进残疾人就业三年行动方案
（2022－2024 年）》引发广泛关注。
行动方案要求 2022 年至 2024 年共
实现全国城乡新增残疾人就业 100

万人。
在促进残疾人就业创业工作

中，农村残疾人数量多、困难重、帮
扶难度大，是完成相关目标的重点
和难点。2023 年，中国残联、工信
部、财政部等8部门共同印发通知，
提出以生产劳动帮扶、实用技术培
训帮扶等7种方式，助力农村残疾人
就业增收。

如今，在残疾人集中安置车间
里，残疾人以勤劳与汗水浇灌奋斗
之花；在按比例就业企业中，残疾
人与健全人一道互帮互助勇敢逐
梦；在各类创新创业的平台上，不
少残疾大学毕业生在节能环保、高
新科技等多个行业领域勇毅笃行，
助力产业转型升级……

截至 2022 年底，全国城乡持证
残疾人就业人数已达到 905.5 万
人。仅2022年就实现新增城乡残疾
人就业 59.2 万人，完成三年行动方
案目标的一半以上。

掌握工作技能是实现高质量就
业的前提和基础。近年来，各地积极
举办残疾人培训活动。2022年，已有
50.2万名残疾人得到职业技能培训，
以一技之长为幸福生活“加码”。

无障碍建设：
消除障碍，融合发展

清晨，窗外鸟鸣阵阵。家住浙
江湖州市南浔区西阳村的残疾人倪
荣宝从护理床上起身，手推长条高
凳，走到靠背座椅前缓缓坐下，同
往常一样晒着太阳，等着老邻居们
过来聊天。

“轮椅、护理床和靠背座椅，都
是区残联配发的。”倪荣宝说，残联
还帮家里改造了电线线路，“以前电
灯开关离床头好几米远，现在装在
床头，伸手就能开关灯。”

环境无“碍”，生活有爱。近年来，
各地残联推进困难重度残疾人家庭
无障碍改造工作，截至2023年3月31
日，全国已完成改造68.05万户。

要让家成为残疾人温馨港湾，
更要在公共设施建设改造中充分考
虑残疾人需求。

四周是一排排书架，中间摆放
着桌椅和电脑……这间 300 多平方
米的阅览室看似普通，却满是细节：
书架上的书更大更厚，走道上铺设
着一圈盲道，每张桌子的桌角都有
一个凹槽，用以放置盲杖。

这是浙江图书馆专门为视障人
士设立的阅览室。在浙江，已经有
50多家图书馆专设这样的阅览室以
保障视障人士无障碍阅读。

无障碍环境建设是国家和社会
文明的标志。

低地板无障碍公交车让残疾人
出行无忧；配备着上下车无障碍渡
板的地铁车厢向残疾人敞开“怀
抱”；648 家网站和 APP 完成无障碍
及适老化改造，残疾人网上冲浪更
便捷……各地扶残助残风气渐浓，
无障碍理念日益深入人心。

当前，全国人大常委会正在研
究制定无障碍环境建设法，这部我
国首次就无障碍环境建设制定的专
门性法律，必将为全面提升我国的
无障碍环境建设水平提供强大法律
保障。

“残疾人事业正在步入发展的
快车道。”在日前举行的《残疾人事
业蓝皮书：中国残疾人事业研究报
告（2023）》发布会上，中国人民大学
残疾人事业发展研究院院长郑功成
作出这样的判断。

迎着新征程暖阳，8500 万残疾
人必将在全社会关心关爱下，谱写
出更灿烂的人生篇章。

（新华社北京5月20日电）

向阳而生 共享芳华
——写在第三十三次全国助残日之际

○新华社记者 高 蕾 王明玉

新华社福州5月 20日电 （记
者 林善传 周 义） 记者 20 日从
中国铁路南昌局集团有限公司获
悉，随着55031次检测列车从新建
福厦铁路（福厦高铁）福州南站驶
出，新建福厦铁路已全线进入联调
联试阶段。

联调联试是采用测试列车和相
关检测设备，在铁路开通运营前对
沿线轨道、接触网、通信、信号等各
系统的功能、性能、状态和系统间匹
配关系进行综合检测、验证调整和
优化，使整体系统达到设计要求。

据了解，新建福厦铁路联调联
试自5月20日开始，计划于8月份

完成。
新建福厦铁路全长277.42公里，

正线桥梁84座、隧道29座，桥隧比高
达85.1%，先后跨越湄洲湾、泉州湾、
安海湾三个海湾，是我国“八纵八横”
高速铁路网中东南沿海高铁大通道
的重要组成部分。线路设有福州南
站、福清西等8座客运车站。

据了解，新建福厦铁路预计在今
年9月底具备开通运营条件。线路开
通后，福州至厦门列车运行时间将从
现在的 2 小时左右缩短至 1 小时以
内。厦门、漳州、泉州等地将形成“半
小时交通圈”，东南沿海城市群将串
联起一条联动发展的“黄金纽带”。

新建福厦铁路进入联调联试阶段

友好的相聚，赓续千年友谊；团结的盛会，开辟崭
新未来。维夏之月，古都西安，习近平主席同中亚五国
元首共商合作大计，中国—中亚峰会成功举办。此次峰
会总结历史经验，擘画合作新蓝图，推动构建更加紧密
的中国—中亚命运共同体，在双方关系史上树立起一
座新的历史丰碑，为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注入强大
正能量，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历史发展的关键时刻，需要穿云破雾的智慧，呼唤
胸怀天下的担当。峰会上，习近平主席发表主旨讲话，就
建设一个什么样的中亚提出“四点主张”，就如何建设中
国—中亚命运共同体提出“四个坚持”，并就怎样发展中
国同中亚国家合作提出“八点建议”。这是新时代以来，
中国最高领导人首次完整、集中、系统向国际社会阐述
对中亚外交政策，得到了中亚各国元首的高度赞同和热
烈响应，也为我们构建更加紧密的中国—中亚命运共同
体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峰会期间，习近平主席
夫妇在西安大唐芙蓉园为五国元首夫妇举行仿唐入城
欢迎仪式，用仿唐菜和陕西特色美食招待远方来客，
习近平主席还为恰逢生日的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
庆生。周到细致的安排、新颖独特的形式，具有浓郁历史
人文气息，彰显重情尚义、诚心待客之道，生动表明中国
同中亚国家始终是好邻居、好朋友、好伙伴、好兄弟。

力生于团结，事成于和睦。在元首外交的战略引领
下，在各方共同努力下，中国同中亚五国达成了包括

《中国—中亚峰会西安宣言》《中国—中亚峰会成果清
单》等在内的7份双多边文件，签署了100余份各领域
合作协议，成果之丰、内容之实、影响之大前所未有。构
建更加紧密的中国—中亚命运共同体是本届峰会最重
要的政治成果，峰会的成功举办标志着中国—中亚元
首会晤机制正式成立，为中国—中亚合作打造了顶级
平台。从命运共同体理念在中亚地区多边和双边层面
全落地，到对中国—中亚机制进行立柱架梁和全面布
局，再到涵盖经贸、交通、能源、医卫、文化等方面的一
系列重大合作倡议，此次峰会彰显六国在更高水平、更
高标准、更高质量上开展合作的决心，为深化中国—中
亚关系注入了新动力，为扩大各领域交流合作搭建了
新平台，为深化互利共赢开辟了新前景。

深化中国—中亚合作，立足地区，面向世界，促进
的是1360多万平方公里广袤热土的发展与繁荣，追求
的是近15亿人的光明未来与美好生活，体现的是立足
自身、胸怀天下的责任与担当。从中亚国家普遍支持并
愿积极践行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
议，到中国同中亚国家一致同意恪守联合国宪章宗旨
和原则，坚定捍卫多边主义，抵制单边主义、霸权主义
和强权政治，再到双方重申在涉及彼此主权、独立、安

全和领土完整等核心利益问题上相互坚定支持……作为和平正义力量的代
表，中国同中亚国家在此次峰会上提出的一系列立场和主张为纷繁复杂、变
乱交织的世界注入更多正能量和稳定因素，为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促进人
类文明进步作出“中国－中亚贡献”。

中国—中亚峰会结束后，习近平主席和中亚五国元首共同种下六棵石
榴树，象征着六国像石榴籽一样紧紧团结在一起，寄托对中国—中亚关系美
好未来的期待。中国和中亚各国同舟共济、携手前行，睦邻友好、合作共赢之
路必定越走越宽广，中国—中亚合作一定能够开出美丽花朵、结出丰硕果
实、长成参天大树，为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
新的更大贡献。 （新华社西安5月20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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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越海峡的美好姻缘
5月20日，闽台新人在集体婚礼

上合影。
当日，一场以“爱情恒久远、幸

福长相伴”为主题的闽台“山盟海
誓”集体婚礼暨 2023 年闽台婚姻家
庭交流活动在福建省福州市平潭县
举办。21对闽台新人身穿红色中式
婚服，手牵红绣球，行跨火盆、踩瓦
片、扎绣球和“合茶”、“合卺”、“海
誓”等闽台传统结婚礼仪，结下跨越
海峡的姻缘。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