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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生关注

2022 年，市残联全面贯彻落实省
残联《残疾人托养服务项目实施方
案》，对在劳动年龄段内、未就业、属当
地扶贫建档立卡户、城乡低保户和其
他低收入困难家庭的智力、精神和重
度肢体残疾人实行寄宿制托养服务、
日间照料托养服务和居家托养服务。

为进一步扎实抓好
残疾人托养服务项目落
实，各县（市、区）残联按
照省残联相关文件要求，
筛查辖区内符合寄宿制
托养服务项目条件的残
疾人，并对辖区内的寄宿
制托养机构进行资质审
查，符合项目要求的托养
机构，主动安排对接残疾
人入住。

按照省里下发的文
件要求，我市对乡村振兴
部门确定的监测户、脱贫
户（原建档立卡户）、低保
户、低保边缘家庭中的残

疾人，实际在残疾人托养服务机构托养
的，按照寄宿制托养不低于8000元/人
每年、日间照料托养不低于4000元/人
每年的标准，对机构给予残疾人托养服
务补贴。对其他残疾人，按照不低于
2000元/人每年的标准。

2023 年 ，全 市 共 为 符 合 条 件 的
1700 余名残疾人提供残疾人托养服
务，其中 9 家残疾人托养机构为 160 名
残疾人提供机构托养服务，共发放机
构托养补助资金170余万元。

同时，在省补助资金的基础上，市、
区残联还对寄宿托养的残疾人叠加补
贴6000元/人每年，并对托养机构按实
际年租金的50%给予不超过5万元以内
的场地租金补偿，鼓励机构吸纳残疾
人，让符合条件的残疾人享受应有的照
料服务。

有了相关部门的支持，我市各残疾
人托养机构不断充实服务内容，提升服
务品质。爱心一路相随，让残障人士在
新的环境中，感受到真切的幸福感和安
全感。

●三元区读者问：三明市区居民用电价格是
多少？

国网福建省电力有限公司三明供电公司回
复：根据《福建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电价调整
有关事项的通知》，目前我市一户一表居民生活用
电执行阶梯分档电价，一档电价（月用电量230千
瓦时及以下）为0.4983元/千瓦时，二档电价（月用
电量231-420千瓦时）为0.5483元/千瓦时，三档电
价（月用电量421千瓦时及以上）为0.7983元/千瓦
时。根据《关于全省居民生活用电实行阶段电价暨
用电同价的通知》执行居民阶梯电价的一户一表居
民用户，可自愿选择开通峰谷电价。高峰时段:8:
00-22:00，在分档电价的基础上每千瓦时提高 0.03
元。低谷:22:00-次日8:00，在分档电价的基础上每
千瓦时降低 0.2元。若有需要，您可以通过“网上
国网”App申请开通居民峰谷电价。

●三元区读者问：新能源车上牌需要带什么材
料？周末能否办理？

三明市公安局回复：根据《机动车登记规定》
《机动车登记工作规范》的要求，办理机动车注册
登记应交验机动车并提交以下材料: 1.机动车所
有人的身份证明；2.缴纳车辆购置税（已实现联网
核查）；3.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等机动车来历证
明；4.缴纳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已实
现联网核查）；5.机动车整车出厂合格证；6.车辆需
到车管部门查验；7.车辆出厂超过两年未办理注
册登记、办理注册登记前发生交通事故及其他需
要机动车安全技术检验的，需提供机动车安全技
术检验合格证明。工作时间按照法定节假日规
定，周末不上班。 如有疑问，请拨打咨询电话
0598—8257866，上班时间 9∶00—12∶00；13∶00—
17∶00（节假日除外）。

●三元区读者问：2024 年汽车消费补贴审核
什么时候能通过公示？款项何时到账？

三元区商务局回复：三元区2024年第二期汽
车消费补贴活动申报时间为2024年3月28日-4月
3日，目前区商务局、税务局、公安交警支队（车管
所）等部门正在按职责分工进行资料审核，审核结
束后按有关程序将结果在e三明上予以公示，公示
结束后按照财政资金拨付流程进行资金拨付，具体
时间以到款通知为准。 （来源：e三明）

民生直通车

家里若有一位残疾人，所
肩负的责任就如同一座沉重
的大山。他们身边必须时刻
有人看护，雇佣护工也是一笔
不小的开支。

2013年起，市残联开始探
索开展寄宿制工作，为残疾人
提供生活照料、自理能力训练、
康复护理及心理疏导等方面精
准服务，以专业化服务减轻部
分残疾人及家庭生活负担。

三元区的崴崴（化名）是一名33岁智力障
碍患者，在家常不受控制地大声喊叫，对危险
毫无意识，翻箱倒柜，喜欢玩刀和玩打火机，让
父母提心吊胆。不如愿时，还殴打父母，父母
无力招架，十分忧心。

2013年，阳光福乐家园成立后，崴崴在市区
两级残联的牵线下来到家园，周一至周五住在
这里，周末由父母接回家。母亲周女士惊喜地
发现崴崴有了变化：“以前他连吃饭都要我们
喂，现在学会了自主进食，脾气也改了不少，变
得愿意沟通了，我们问起他在家园的生活，还能
一一说出老师和同学的名字。”对于照顾特殊孩
子，托养机构实实在在解决了大问题。

在家园教室讲台上，记者看到了《我也会
友善地说》《看图认数》以及《白雪公主》《农夫
与蛇》等绘本和寓言故事。书本起了毛边，图

案也被摸得有些发白，似乎在诉说家园老师日
复一日、年复一年，初心如一地教授这些孩子
交流沟通、学习技能的日常。

董文娟从事特教行业已有5个年头，为了
这群孩子，有着丰富小教经验的她，义无反顾
地选择了这个岗位。

在她看来，这些孩子天真单纯，和小孩无异，
但理解和接受能力比正常孩子差了不少。“虽然
课程内容丰富，但通常一堂课我们要反复上一到
两个月，他们才能有个大概认知。”董文娟告诉记
者，学员在送来时，老师会通过和家长的沟通了
解孩子的长处短处，有针对性地制订方案，解决
问题、发扬长处，帮助他们更好地融入社会。

“平等交流、耐心安抚，重视家长的信任，
像对待自己孩子一样对他们，用心付出，这些
花儿定能慢慢绽放。”这是董文娟多年的感悟。

“要上课了，我可不能迟
到！”5 月 16 日一大早，78 岁
的江秀云就来到泰宁县杉城
镇水东社区的乐龄学堂教室
等待上课。

这是杉城镇首个乐龄学
堂试点，占地700余平方米，
三层楼高，可容纳100余人开
展教学活动。其中，开设了
健康课、书法课、太极课等课
程，同时学堂还设有演奏厅、
书法室、娱乐室等功能室，可
为老年人提供日常休闲娱乐
活动场所。

幸福的乐龄学堂

“同学们，我们开始上课啦！”水东社区
主任张艳是乐龄学堂的校长，清点人数、组
织签到，正规上课的流程一个都不能少。

课堂上，社区医院的医生正在讲述高
血压的危害以及如何预防，50多位老人个
个挺直腰杆，平放双手，像初入课堂的小
学生一样认真听讲。

“以前我们在家没什么事做，现在在
学堂里可以跟这么多同学一起上课学知

识，心情都好了。”江秀云不禁感叹。
墙上，一份培养方案展示着学校的管

理方式。“这里分春、秋两个学期，每周四
上午定期开课。”张艳负责学校的统一管
理，同时配副校长一名，由社工组织负责
人担任，分管学员召集和课程组织工作，
还有多名经验丰富的教师，给老人们准备
不同类型的课程。

学堂二楼是演奏室的课堂，这是70岁
大爷陈兆平的最爱。只见他拉着琴杆，豪
迈激越、铿锵有力，拨弦、颤音挥洒自如，
像是演奏出了重回年轻般的青春乐章。

“我每次都准时来上课，只为和老同学们
合奏一曲。”

“现在的物质条件好了，但精神生活
还比较匮乏，希望乐龄学堂能带给社区老
人更多娱乐选择，让他们的晚年生活更加
充实快乐。”听着老人们的欢声笑语，张艳
十分欣慰。

泰宁县以杉城镇乐龄学堂为样板，陆
续在全县各乡镇进行推广，让老人们共享
新时代社区教育的发展成果。同时，还将
构建和完善兜底性、普惠型、多样化的养老
服务体系，不断满足老年人对美好生活的
新期待，真正在生活上关心老年人，在精神
上慰藉老年人，在权益上保障老年人。

构建全龄共享食堂

5月16日中午下课，在泰宁县老年大学
合唱班上课的谢周健叫上同学龚衍兰，一起
去一楼新开业的北洲社区长者食堂就餐。

热腾腾、香喷喷的饭菜端上桌后，“拍
照片给孩子们看看，让他们安心上班，不

用担心。”谢周健一边拿着手机拍照一边
开心地说。他们不仅是老年大学的同学，
还是饭搭子。

“ 好 香 啊 ，我 也 可 以 来 这 边 吃 饭
吗？”小朋友李熠硕放学经过这里，就被
吸引进来。“可以呀，这边不只是对老年
人开放，所有人都可以进来享用美食。”
在现场，民政局副局长陈敏笑着说。

不仅是长者食堂，也是全龄共享的社
区食堂。北洲社区积极探索社区食堂运
营新模式，打造的第一个社区食堂，是全
省首家办在老年大学里的长者食堂，面积
150平方米，可同时容纳70人用餐。在优
先保障长者和困难对象助餐服务的同时，
打造全龄友好共享餐厅。

自助区有小酥肉、土豆炖鸡、麻婆
豆腐等菜品，倡导光盘行动，每餐供应
十种菜品，荤素搭配，无限自助，每人
10元，年满60周岁的老年人给予就餐优
惠。除了供应日常的菜品外，食堂还设
置炒菜窗口，以满足群众的多样化、多
层次的需求。

“白天上班没时间做饭，孩子放学也
没饭吃，现在可以在家门口吃自助，十块
钱一餐很实惠。”家住红光村的吕兰得知
食堂对全龄人群开放，准备等孩子放学后
一起来吃晚饭。

小小的社区食堂背后，折射出的是社
会基层治理水平的精细化程度，反映的是
泰宁县改善民生、促进民生的努力。近年
来，泰宁县深入挖掘“学堂+食堂”新模式，
以为民爱民的实际行动转化为“大门常
开、饭菜常香、活动常办、服务常在、群众
常来”的幸福图景。

4月23日，走进位于市残联大楼的三明市
阳光福乐家园，一阵阵欢声笑语传入耳畔，训
练室里，园长董文娟正带着托养学员们做课间
操。跟随示范视频，他们伸手踢脚，虽然动作
参差不齐，但对于智力障碍的他们来说，是一
件无比快乐的事。

阳光福乐家园成立于2013年，是一所为就
业年龄段的智力、精神、重度肢体残疾人提供生
活照料、康复教育、技能培训、文化娱乐等服务的
机构。11年来，从富兴堡街道到下洋华宇双城、
长安路21号，2023年底由三元区残联引进免租
金入驻市残联大楼，几经搬迁，但“托养一人、幸
福一家”的服务宗旨从未改变。

负责人赖文富介绍，机构从多年前就开始探
索残疾人寄宿托养服务。“我们以服务残疾人家庭
为目标，以家庭需求作为工作开展的出发点和落
脚点。”他说，寄宿制托养并不是绝对概念，而是一
道多选题：“家长可以选择怎么托、托多久，并非寄
宿了孩子就不能享受家庭生活。”赖文富说。

“8:40-9:00早读，9:00-9:40课间操，9:50-
10:30生活常识课/礼仪常识课/手语舞，10:45-
11:25手语舞/绘画/手工课；15:00-15:40音乐/
写字/听故事/看书，15:55-16:25体育/游戏/劳
动……”在家园训练室的墙上贴着这样一张课
程表，是这里丰富多彩生活的写照。

在训练室展示柜上，陈列不少手工作品
——蛋托剪的金元宝、卷纸芯做的炮仗、彩纸裁
的菊花……风采墙上，张贴着一张张洋溢笑容的
照片，学员还制作烟花画、贺卡画、中国结和扇子
辅以装饰，这都是这些残障人士的无言自述。

下午下课后，日托学员由家长接回家，全
托学员则继续在家园用晚餐，晚上看完电视节
目后，便早早上床休息。周而复始，寄宿在这
里的残障人士度过了一个又一个温暖的春秋。

致力打造残疾人“温暖港湾”的，还有位
于市社会福利中心背后的三明国德老年康养
中心。去年底，国德正式推出寄宿制托养服
务模式。除了优越的住宿环境，这里还为残

疾人提供专业的内科疾病、中医康复和精神
专科治疗。

医生护航患者身心健康，中心老师则负责
引导患者融入社会。在执行院长严美瑛的书
柜里，一份份《生活小常识》教案凝聚着教学人
员的心血。除了教授日常技能，中心还会不定
期地开展特色活动。

4月18日，中心组织残障人士学习脸谱知
识，让他们体验对称夸张的美术表现形式。每
个学员拿到空白脸谱，凭借独特的想象力在脸
谱上作画，让残障机构变身艺术的创作天堂。

元旦前这里还举办赶集购物活动，通过
在中心设置集市，让残障人士体验购物的过
程，利用所学的算术基础知识购买商品、乘坐
公交车，在模拟情景中感受真切的社会生
活。而对于不能参加活动的重度残疾人，中
心工作人员常常把温暖送到床边，通过组织
团体生日、儿童节活动等，让他们感受来自社
会各界的爱心。

福乐家园教室里展示学员的手工作品

敞亮整
洁的食堂

老人们在北洲社区长者食堂排队打饭

自理能力训练、康复护理、心理疏导……

寄宿制托养打造助残“避风港”
●全媒体记者 陈 渴 实习生 麻姝倩 通讯员 林宜洁 王小娴 文/图

托养一人 温暖一家2

多措并举
做好残疾人托养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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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堂+食堂”

让幸福养老有“知”有“味”
●泰宁记者站 张显超 熊明欢 文/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