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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残疾人

事业，保障残疾人基本民生、改善残疾人生活品质、促进残疾人全面

发展，8500 万残疾人在康复、教育、就业及精神文化方面获得全面支

持，我国残疾人权益保障取得历史性成就。日前，国务院印发《“十

四五”残疾人保障和发展规划》，对推动残疾人事业高质量发展，促

进残疾人全面发展和共同富裕作出重要部署。 

坚持党对残疾人事业的领导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让广大残疾人安居乐业、衣食无忧，过上

幸福美好的生活，是我们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宗旨的重要体现，是

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必然要求”，要求“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残疾人

一个也不能少”，“促进残疾人全面发展和共同富裕”。习近平总书

记对残疾人和残疾人事业发展提出了一系列明确要求，深刻阐述了新

时代残疾人事业发展的价值理念、地位作用、目标方向、重要任务和

责任要求，科学回答了新时代怎样认识残疾人事业、怎样发展残疾人

事业等重大问题。这些重要论述，从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

谋复兴的高度，把我们党对残疾人事业发展的规律性认识提高到一个

新的高度，为新时代中国特色残疾人事业发展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

了根本遵循，是我们做好残疾人工作的思想指引和行动指南。中国残

联和地方各级残联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

导，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残疾人事业的重要论述、指示批



示和党中央、国务院部署，不断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

做到“两个维护”，把拥护“两个确立”转化为发展残疾人事业、维

护残疾人权益的具体行动，以全面从严治党新成效引领残疾人事业发

展，引领残疾人感党恩、听党话、跟党走。 

残疾人生存权得到稳定保障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把贫困老年人、残疾人等作为群体攻坚重

点”，“把没有劳动能力的老弱病残等特殊贫困人口的基本生活兜起

来”。农村建档立卡贫困残疾人如期脱贫。贫困曾经是残疾人的最大

困境，许多农村残疾人贫困程度深、脱贫难度大。各级党委政府把农

村贫困残疾人作为脱贫攻坚的重点，因人因户开展精准帮扶，“十三

五”时期，710 多万农村建档立卡贫困残疾人全部脱贫。各地探索出

重度残疾人托养照护、家庭无障碍改造、康复扶贫、产业助残扶贫、

电子商务助残扶贫、基层党组织助残扶贫等一系列帮扶贫困残疾人的

成功经验和做法。残疾人就业扶持政策更加完备。扶持有条件的城乡

残疾人就业创业，制定实施残疾人按比例就业、集中就业、自主就业

创业、辅助性就业和促进残疾人就业政府采购等一系列扶持政策。

“十三五”时期，城乡新增就业残疾人 180.8 万，城乡持证残疾人就

业规模超过 800 万人。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促进残疾人就业三年行动

方案（2022—2024 年）》，通过十大专项行动，多渠道、多层次扶持

残疾人就业创业，特别是对就业困难残疾人、农村残疾人和残疾大学

生等群体进行重点帮扶。残疾人社会保障制度逐步建立。“十三五”

时期末，近百万残疾人纳入特困救助供养，1000 多万残疾人纳入城乡



最低生活保障，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和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制度覆盖

了2600多万残疾人，残疾人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参保率超过90%，

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参保率达到 95%。很多地方还为重度残疾人提

供托养照护服务。 

残疾人健康权得到有力维护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增强全社会残疾预防意识，重视残疾人

健康，努力实现残疾人‘人人享有康复服务’的目标”。残疾人康复

服务状况持续改善。残疾人康复纳入健康中国建设大局，国务院颁布

实施《残疾预防和残疾人康复条例》，建立残疾儿童康复救助制度，

14 个省（区、市）出台残疾人基本辅助器具适配补贴政策。“十三五”

时期，4300 多万人次残疾人得到基本康复服务，1200 多万人次残疾

人得到辅助器具适配服务，96.7 万人次残疾儿童得到康复救助，残疾

人基本康复服务覆盖率和辅助器具适配率均超过 80%。残疾预防取得

积极成效。国务院印发两期《国家残疾预防行动计划》，将每年 8 月

25 日设立为残疾预防日。中国残联牵头成立由 17 个相关部门单位组

成的残疾预防工作协调小组，设立全国残疾预防和残疾人康复专家咨

询委员会，建立 100 个残疾预防综合试验区，在残疾预防方面取得了

新的积极成效。康复人才培养加快推进。中国残联推动各省区市建立

康复中心，培养专业康复人才。2015 年，中国残联推动康复大学建

设，得到相关部委和地方的支持；2016 年，“建设康复大学”纳入国

家“十三五”规划；2021 年，“建成康复大学”纳入国家“十四五”

规划。如今，现代化的康复大学校园已经在青岛基本建成，师资队伍



建设等正在加快推进，高起点、高水平、国际化的康复大学将会为残

疾人康复服务作出贡献。“十三五”时期末，全国残疾人专业康复服

务机构达到 10440 个，在岗人员 29.5 万人。 

残疾人发展权正在更好实现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弘扬人道主义精神，尊重和保障人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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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支持和鼓励残疾人自强不息”。残疾人受教育水平不断提高。教育是

实现残疾人发展权的基础。党中央、国务院十分重视残疾人教育。国

务院颁布并修订《残疾人教育条例》，将残疾人教育纳入《中国教育

现代化 2035》，制定实施三期特殊教育发展计划，建立从幼儿园到高

等院校的残疾儿童和残疾学生资助制度。中国残联与教育部共同出台

残疾人考生高考便利措施，为视障考生提供盲文和大字版试卷，允许

肢体残疾考生携带适用桌椅，脑瘫考生和用脚写字的考生延长考试时

间。现在每年都有万余名残疾考生进入高等院校学习。中国残联积极

推动融合教育，帮助更多残疾儿童少年进入普通学校就读，平等接受

教育，帮助残疾孩子参与社会生活，增强归属感。保障残疾人享有文

化体育权利。中国残联广泛开展“全国残疾人文化周”“全国残疾人

健身周”“中国残疾人冰雪运动季”等群众性文化体育活动，为盲人、

聋人提供盲文、有声读物、无障碍影视、手语字幕等无障碍文化服务。

全国各级公共图书馆设立盲文及有声读物阅览室 1315 个，席位达到

2.4 万个，盲文图书藏量达到 100 多万册。开设省级残疾人专题广播

节目 25 个、电视手语栏目 34 个。全国残疾人健身示范点累计建设



10600 多个，培养残疾人社会体育指导员 12.5 万名。中国残疾人艺

术团出访 100 多个国家和地区，被授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平艺术

家”称号。残疾人体育屡创佳绩，中国残疾人体育代表团在东京第十

六届残奥会上实现金牌榜和奖牌榜五连冠，在北京 2022 年冬残奥会

位居金牌榜和奖牌榜榜首，有力促进了残疾人竞技体育的快速发展，

为世界残疾人体育运动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习近平总书记赞誉：

“中国军团‘神勇’……不仅体现了体育精神与实力，更体现了中国

式的人权与国家发展的成绩！”无障碍环境建设显著改善。2022 年

《政府工作报告》提出，推进无障碍环境建设和公共设施适老化改造。

2021 年底发布的《无障碍环境建设“十四五”实施方案》明确，到

2025 年，无障碍环境建设法律保障机制更加健全，无障碍基本公共服

务体系更加完备，信息无障碍服务深度应用，无障碍人文环境不断优

化，城乡无障碍设施的系统性、完整性和包容性水平明显提升，支持

110 万户困难重度残疾人家庭进行无障碍改造，加快形成设施齐备、

功能完善、信息通畅、体验舒适的无障碍环境，方便残疾人、老年人

生产生活。中国残疾人事业赢得国际社会普遍赞誉。2022 年北京成功

举办冬残奥会，体现了党和国家对残疾人事业的高度重视、对残疾人

人权的高度尊重和充分保障，国际残奥委会称赞“中国为未来的冬残

奥会树立了标杆”。2017 年在北京成功举办 2013—2022 年亚太残疾

人十年中期审查高级别政府间会议，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赞赏中国

为国际残疾人事务发展所作的贡献。联合国第 73 届大会主席埃斯皮

诺萨、第 74 届大会主席班迪相继访问中国残联，对中国残疾人事业



发展和取得的成绩给予了高度评价。作为残疾人组织，中国残联将继

续积极发挥桥梁纽带作用，把党的温暖送到残疾人身边，将充分发挥

代表、服务、管理职能，为促进残疾人全面发展和共同富裕提供助力，

完善帮扶残疾人社会福利制度，提高残疾人民生保障水平，巩固和拓

展残疾人脱贫攻坚成果，把帮助困难残疾人过上有质量的生活作为长

期任务，不断增进残疾人民生福祉，提升残疾人获得感、幸福感、安

全感，推进残疾人事业高质量发展。 

（本文来源：《学习时报》2022 年 7 月 11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