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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海岸新区残联积极打造“服务在身边”残疾人服务品牌

全方位关爱服务，提升残疾人幸福感
  近年来，在工委（区委）、管委（区政府）的正确领导下，西海岸新区残联紧
紧围绕“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残疾人一个也不能少”的目标，认真履行“代表、服
务、管理”职责，扎实开展残疾人“服务在身边”活动，全区残疾人工作者以残疾
人需求为导向，聚焦残疾人工作中的重点、难点、痛点、堵点问题，进万家门、解
万家难，为全区38839名持证残疾人上门送政策、听呼声、解困难，以赤子之心
去关心帮助残疾人，与残疾人心连心，全心全意为残疾人服务。

服务实现新突破
由“跑远路”到“就近办”

  按照上级统一部署，区残联积极
开展残联机构改革工作，进一步增强
残联组织的政治性、先进性、群众性，
切实履行“代表、服务、管理”职能，健
全残疾人组织体系，提升服务能力，推
动残联工作与时俱进、改革创新。
  全区基层残疾人组织健全规范，
区、镇（街道）、村（社区）三级残疾人
服务网络深入残疾人群众身边，为残
疾人服务的能力和水平日益提高。全
区23个镇街残联窗口工作全部实行
AB角制度，有效解决了基层残疾人工
作人员不足的难题。
  三级残疾人服务网络使残疾人实
现了由“跑远路”到“就近办”的突破，
这一举措既节约了时间，又提高了审
核的工作效率，更进一步方便了残疾
人群众。这是新区残联全面开展“服
务在身边”活动的具体体现，受到残疾
人朋友的普遍欢迎。

补贴实现提标扩面
从“救助”走向“普惠”

　　目前，新区符合条件的残疾人已
全部纳入城乡最低生活保障制度范
围，实现应保尽保。
　　区残联建立健全残疾人“两项补
贴”保障标准动态调整机制，重度残疾
人护理补贴标准由2016年的每人每月
100元提高至2021年的182元，2021年
受益残疾人达2万余人，补贴资金达
6000余万元；继续对贫困重度残疾人
实施就业生活补贴政策，五年来受益
残疾人达5533人，补贴资金共计7085
万元；建立60周岁以下残疾人意外伤
害保险制度，由区财政全额补贴，五年
来共投入资金406万元，惠及22000多
名残疾人；五年来投入资金204万元为
94户残疾人家庭实施了危房修建；加
大对困难残疾人的救助力度，五年来
投入临时救助资金120万余元，受益困
难残疾人达1600余人；建立了以机构
集中安养为骨干、以居家照料为基础
的残疾人托养服务体系，全区现有9家
残疾人托养服务机构，全部实现互联
网+云监管，受益残疾人达950余人。

惠残“六大精准工程”
助残疾人脱贫攻坚

　　区残联积极发挥党建引领作用，
以残疾人服务网络为支撑，充分利用
镇（街道）残联、村（社区）残疾人联络
员覆盖面广的优势，坚定不移推进精
准康复、精准就业、精准救助、精准维
权、贫困残疾学生救助、托养服务规
范化等惠残“六大精准工程”建设，实
施区镇村三级联动机制，确保1876户
2145名建档立卡残疾人应享受的每
一项残疾人政策都精准落实到位、每
一户都能高质量稳定脱贫，坚决夺取
残 疾 人 脱 贫 攻 坚 战 的 全 面 胜 利 。
2020年，新区的残疾人脱贫攻坚工作
以优异成绩通过省级扶贫验收。

精准提供康复服务
实现城乡均等化发展

　　2017年以来，区残联共为20945名

残疾人审批办理了康复救助业务，定点
准入8家高品质康复机构，试点11处残
疾人社区康复（中心）站，残疾人康复事
业逐步由政策范围内保障、基本保障向
全面保障、个性化服务推进。全区残疾
儿童康复体系日益完善，康复水平不断
提高，有力确保了符合条件的残疾儿童
应训尽训，切实保障了残疾儿童健康成
长和全面发展的权益，全区残疾儿童康
复事业实现城乡均等化发展。
　　2017年以来，共救助残疾儿童近
5000人次，通过康复训练入普小普幼的
儿童137名。精准康复服务取得新成
效，全区基本型辅助器具适配率、社区
康复和机构康复服务率、有效率均达到
100%。

政企携手托起
残疾人创业就业梦

　　区残联认真贯彻执行《残疾人就
业条例》，积极促进残疾人就业工作。
五年来，在福利企业按照不低于25%的

比例集中安排残疾人就业1200余人，
以做好按比例安置残疾人就业认定为
抓手，认真落实一般用人单位按比例
安置残疾人就业2700余人。
  区残联还依托公益培训机构，五
年来共组织小儿推拿、电子商务、带货
直播、自媒体剪辑、艾灸、家政等职业
技能培训500余人次；落实残疾人创业
普惠+特惠扶持政策，助力残疾人自主
创业；五年来落实优惠补贴4000余人
次，落实补贴资金3500余万元；积极开
展就业援助行动，帮助有就业愿望的
残疾人实现就业，五年来共举办线下
专场招聘会4次，线上招聘会2次，发布
招聘岗位1000余个，参会人数4000余
人次。
　　在残疾人创业方面，近年来新区
涌现出如红房子海参于世华、青岛涵
大宠物食品崔松亮等多个残疾人创业
典型事迹，收到多方媒体关注和报道。

推进文体事业蓬勃发展
提升残疾人幸福指数

　　以“残疾人文化周”活动为载体，
区残联不断增加残疾人基本公共文化
服务供给，积极开展公益观影、送文艺
演出等残疾人群众性文化艺术活动，
五年来受益残疾人800余人次，丰富了
新区残疾人的精神文化生活。区残联
还积极组织残疾人参加各级残联组织
的文艺汇演、比赛和展览，推动更多残
疾人参加工艺美术、书画、文学、摄影
等艺术活动和创作。
　　区残联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和职能
作用，助力新区残疾人体育工作取得
较大进步。2019年，新区残疾人运动
员在全国第十届残疾人运动会上实
现奖牌零突破；2021年在全国第十一
届残疾人运动会暨第八届特殊奥林
匹克运动会上，再获2枚跆拳道项目
铜牌，实现了新区残疾人竞技体育的
新突破。2021年，残疾人飞镖比赛和
残疾人田径运动会被纳入新区全民
运 动 会 ，推 动 1 0 0 余 人 次 参 与 体 育
运动。
  此外，今年由区残联组织的残疾
人观影活动和飞镖运动培训，曾两次
被新华社报道，在全省残联系统引起
强烈反响。
        （王培珂 王伟良）

  康源残疾人辅助性就业中心的残疾人职工在工作台前忙碌。□王培珂 摄

今日12时通车，这份换乘指南请收好
地铁1号线南段可与2号线、3号线、8号线北段和13号线实现换乘，新区公交衔接方案正式出炉

  □记者 董梅雪
　　通讯员 梁文佳 报道
　　本报12月29日讯 地铁1号线南
段将于12月30日12：00通车，60公里的1
号线拥有41座车站，将与运营中的2号
线、3号线、8号线北段、13号线实现换
乘。今天，记者整理了1号线的换乘小
攻略，供市民乘车前参考。
　　据悉，1号线南段进一步强化了青
岛市主城区与西海岸新区的联系，压缩
了交通出行的时间成本，减少了票价支
出。其开通后，青岛北站至青岛站出行
缩短约20分钟，票价由5元降至4元。乘
坐1号线从青岛北站至青岛站大约27分
钟，比3号线节省约20分钟的时间。
　　青岛北站至台东出行缩短约20分

钟，原票价5元，1号线南段开通后票价4
元。1号线南段与2号线在台东站交汇，
以往城阳区的市民前往台东需要在青
岛北站换乘3号线，再在五四广场换乘2
号线。1号线南段开通后，从青岛北站
可直接乘坐1号线到达台东。乘坐1号
线从青岛北站至台东大约18分钟，比换
乘3号线、2号线前往可节省约20分钟。
　　为了提升换乘效率，1号线南段共
设3座换乘站，分别是台东站、青岛站
和井冈山路站，直接通过站内的通道
实现换乘，实现了紧密连接。
　　台东站为1号线和2号线换乘站，
属于“十字交叉”型换乘站，有8个不同
换乘方向。南北向乘客乘坐1号线可
在台东换乘2号线前往市南、崂山等区

域。站内换乘方面，因2号线为侧式站
台，乘客换乘时一定要注意方向选择。
从台东进站的乘客，可在站厅选择线
路和乘车方向；站内换乘乘客，可通过
站台中部通道或前往站厅换乘。
　　青岛站为1号线和3号线换乘站，属
于“L”型换乘站，有4个不同换乘方向。
西海岸新区乘客乘坐1号线可在青岛站
换乘3号线前往东岸主城区。从青岛站
进站的乘客，可在站厅根据指引选择乘
车方向；在站台换乘的乘客，可通过站
台换乘通道或前往站厅换乘。
　　井冈山路为1号线和13号线换乘
站，属于“T”型换乘站，有4个不同换乘
方向。13号线沿线乘客在井冈山路换
乘1号线进入主城区。从井冈山路进

站的乘客，可在站厅按指引选择乘车
方向；站内换乘乘客，可通过站台换乘
通道或前往站厅换乘。
　　另外，为加强公交与地铁的衔接，
方便市民出行，青岛真情巴士集团有
限公司定于12月30日12：00开通公交
825路和W4路2条线路；优化调整公交
51路、67路、807路、823路4条线路；调整
公交东1路、4
路 、2 8 路 、5 2
路、807路5条
线路的首车时
间，市民可扫
描右侧二维码
查看公交衔接
攻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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