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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 报 记 者 申 红 马桂路
本报通讯员 石 蕾

3月25日，全市残疾人康复工作会议召
开。记者在会上获悉，今年济南市将新建残疾
人康复指导站76处，达到乡镇(街道)全覆盖。
此外，社区残疾人康复站也将新建一批，确保
全市大型社区(中心村)的康复站建设覆盖率达
到50%，其中历下区、市中区、槐荫区、天桥
区要达到60%以上。

完善四级残疾人康复服务网络

2016年，济南市残联将开展“深化提升规

范年”活动，巩固提升“十百千万”康复工

程，为残疾人提供更多优质的康复服务。

济南市将进一步健全完善市、县(市)区、

乡镇(街道)、村(社区)四级康复服务网络：加快

各县 (市 )区级残疾人康复中心建设进度，到
2016年底，全市10个县(市)区级残疾人康复中心

将全部投入运营；在巩固完善已建成的70处残

疾人康复指导站基础上，再新建残疾人康复指

导站76处，达到乡镇(街道)全覆盖；在巩固完

善1001处残疾人社区康复站的基础上，再有计

划地新建一批残疾人康复站，全市大型社区
(中心村)的康复站建设覆盖率将达到50%，确保

到2018年底逐步实现大型社区(中心村)康复站

全覆盖，达到布局合理、满足需求的目标。

制定出台县(市)区级残疾人康复中心工作

管理指导意见。对人员组成、管理制定、工作

职责、运营合作模式及应完成的社区指导、培

训等任务进行明确。加强技术指导。发挥市级

康复指导中心的技术指导作用，组织专家组对

县(市)区级残疾人康复中心定期进行巡回技术

指导、培训。

进一步加强对残疾儿童康复机构的规范管

理。济南市残联将充分发挥市直技术指导中心

专家指导和培训的作用；逐步引入第三方对残

疾儿童救助项目完成情况进行评估，加强对项

目经费和康复质量的监督管理。

救助5083名精神疾病残疾人

今年济南市残联将开展“联系群众服务
年”活动，为残疾人提供精准的康复服务。据
了解，今年济南市残联将在每个县(市)区指导
基层社区康复工作，树立2-3个优秀康复指导
站，选择50处适宜的残疾人社区康复站筹建
“基层群团阵地共同体”。另外，济南市残联
还将做好康复需求调查和社区康复训练指导工
作，为有康复需求的残疾人建档立卡，指导开
展康复训练，购买社区康复训练成果5000例；
为850名盲人进行定向行走训练。

为残疾人提供“零距离”康复服务是济南
市残联的重点工作之一。为探索更有效的服务
方式，济南市残联选择市中区的四里村街道办
事处和历城区的彩石镇为试点，开展政府购买
康复服务试点，总结社区康复经验，探索社区
康复的有效措施。

据了解，济南市残联今年结合开展的“联
系群众服务年”活动，将对康复救助项目实施
进行精细化管理，逐步实施政府购买服务。规
范实施以残疾儿童康复救助为重点的各类康复
项目。对有康复救助需求的800名残疾儿童进
行康复救助；对5083名贫困精神疾病残疾人实
施医疗康复救助，并提高服药和住院救助标
准；为160名肢体残疾人安装大小腿假肢；资
助3 . 8万名非贫困非重度残疾人加入居民医
保。把康复项目按精准化模式进行“量体裁
衣”式的个性化服务。

410余万元用于辅助器具补贴

记者从济南市残联了解到，今年全市将投

入410余万元用于开展辅助器具补贴工作。在
适配过程中，严格按照申请、审批，评估、购
买，审核、报销三个步骤简化操作，方便残疾
人适配到合适的辅助器具。各县(市)区残联在
市《辅助器具补贴办法》的基础上根据本地实
际创新适配方法。

着力打造贫困重度残疾人零距离服务模
式，济南市残联将深入基层调研，掌握贫困重
度残疾人的个性化辅助器具需求，并以此为依
据制定辅助器具个性化评估适配目录。今年要
完成1000户贫困重度残疾人个性化辅具器具评
估适配工作。

为了更好地为残疾人提供假肢矫形服务，
济南市残联将利用新建成的假肢矫形中心开展
服务工作，对适配假肢矫形器的残疾人采取全
额补贴。充分利用辅助器具服务流动车，深入
各县(市)区特别是偏远农村地区，为残疾人提
供更加便捷的假肢矫形服务，辐射带动全市假
肢矫形工作的开展。

康复工作展开离不开专业人员的服务。在
这方面，济南市残联将制订康复专业人员定期
培训计划和培训大纲，加强对学科带头人、县
级残疾人康复中心业务骨干、基层康复人员和
儿童康复机构康复人员的培训。并将发挥“济

南市残疾人康复人才培养基地”和市直各康复
技术指导中心的作用，利用多种形式培训康复
专业人员8000人，其中4500名社区康复协调员
由各县(市)区组织培训，提升服务能力。

以国家出台《残疾预防和康复条例》为契
机，济南市残联还要加大残疾预防的宣传力
度，利用各种节日宣传残疾预防和康复知识。
建立残疾儿童筛查随报制度，对筛查人员培
训、疑似残疾儿童的评估、康复机构的安置、
经费保障、各级各部门的职责、数据的统计报
告和监督考核等进行明确，建立长效机制，纳
入政府购买服务。

做好济南特色康复工作 打造社区服务“零距离”

今年实现乡镇残疾人康复服务全覆盖
今年济南市残联将以巩固提升“十百千万”康复工程为重点，在康复政策保障、康复机构规范化建设、社区康复

精准服务、康复项目精细化管理、辅助器具适配和康复人才培养等六个方面取得突破，初步形成全市“大康复”的格

局，争当全省残疾人康复工作排头兵。

□记者 马桂路 报道

本报济南讯 “大家好，先把手中的活放

一放，我给大家介绍一下新来的朋友。”3月

24日，在济南残疾人劳动就业管理服务中心4

楼的爱心驿站，副站长王嵩领着新来的方舟进

了门。24岁的方舟患有智力障碍，长得高高瘦

瘦，到了陌生的环境里还有些腼腆，但看见大

家都在编篮子，又充满了好奇。

“爱心驿站”是济南市残联扶持创办的一

家新型的民办非企业，对三、四级智力残疾人

提供庇护就业服务，2011年12月2日启用。驿站

设立的目的是通过工作指导，恢复智力残疾人

的社交和就业能力。来这里的残疾人无需付

费，就餐培训费用全部来自济南市残联的培训

补贴。

王嵩参与了爱心驿站的创建和发展，并且

一直与驿站的50名智力残疾人一起生活、工

作。

爱心驿站里接收的基本都是三级、四级的

智力残疾人。虽然他们的智力水平与正常人有

差距，他们还具有一定的学习和交流能力。

“每个残疾人在驿站都会轮流学习各种技能，

然后在这里进行制作，我们会把他们制作的工

艺品进行网售或者义卖。”王嵩介绍，残疾人

手工品卖来的钱还会给制作者发工资，让他们

有一部分收入。

从一名普普通通的公益岗位工作人员成长

为爱心驿站的副站长，王嵩有着对这个“有温

度的行业”的热爱。在她看来，爱心驿站里的

智力残疾人是一群折翼的天使，简单、快乐，

和他们在一起，她由衷地感到快乐。“我一开

始来这里的时候，只有20个人左右，现在已经

有50个人了，每天都来这里上班，吃饭，就像

一个大家庭一样。”

截至目前，“爱心驿站”已培训智力残疾

人百余人次，成功安置10名学员实现社会就业

并将其纳入了社会保险体系。有43名学员分别

获得计算机初、中级操作员及美容师、面点

师、手工编织等职业资格证书。驿站先后获得国

务院残工委“残疾人之家”、中国残联“首批国家

级残疾人职业培训基地”、“济南市工人先锋

号”、“济南市阳光家园”等荣誉称号。

与50名智力残疾人一起生活工作

王嵩：用爱将“驿站”变成家

□记者 马桂路 报道
3月30日，济南康复医院的康复师正在和智力残疾儿童作康复训练。

□记者 田可新 通讯员 尚海波 报道
本报济南讯 3月23日，济南市博物馆将

《纪念雷锋同志先进事迹图片展》送到章丘市博
物馆，展期两周。同时，该博物馆向章丘市博物
馆赠送了文创产品《老舍与济南》邮册、反映博
物馆发展与文物藏品的DVD光盘，受到基层博
物馆和群众的热烈欢迎。

为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促进农村文化事
业发展和新农村建设，满足基层群众文化生活需
求，由济南市博物馆与济南博物馆协会联合推出
了此次“博物馆文化基层行”活动。3月18日，
济南市博物馆已将《博物馆里的宝——— 馆藏文物
图片展》、《古代幽默滑稽文物图片展》和《泉
城名家书画作品展》送往章丘埠村镇。送展过程
中，博物馆工作人员还现场发放宣传册，向群众
广泛宣传文博知识。

下一步，济南市博物馆还会把博物馆文化送
往更多的农村大集、基层博物馆、乡村小学等
处，通过开展赶大集形式的送文化活动，用通俗
易懂的方式、简明朴实的语言把历史文化知识和
爱国主义教育传达给基层群众，让更多的群众享
受到均等的公共文化服务。

博物馆文化基层行

走进章丘

□ 本 报 记 者 马桂路
本报通讯员 韩 洁 李星逸

“在这住着好啊！孩子们都出去打工了，
白天家里就剩下我一个老婆子，整天净瞎琢磨
了。住进来有伴儿，说说话、解解闷，还能按
时吃上饭，咱做梦也没想到老了能过上这种舒
坦日子啊！”提起幸福院的生活，87岁的赵长
珍一脸满足。

赵长珍是首批住进天桥区桑梓店镇邱岸村
幸福院的老人之一，从幸福院开业运营至今，
已住了近两年。据院长王圣琴介绍，很多像赵
长珍这种情况的老人住进来后，身体状况明显
比在家的时候好了，“咱虽然不是每顿饭都大
鱼大肉，但都能保证老人们用餐及时，营养均
衡，每天萝卜丸子、水饺、蒸包、菜饼、地瓜
粥，调剂着吃，老人们就好这口。”

近年来，位于天桥区黄河北岸的桑梓店镇
持续开展敬老院扩建、农村幸福院建设，精心
编制农村居家养老服务网络。位于黄河一道坝
下的邱岸村便是第一批受益的村庄之一。

“这些年来，邱岸村的耕地全部被济南鹊
山龙湖项目征用，村里的年轻人全都外出打工
挣钱，很多人家里老人没人管了，外边挣钱的
兄弟爷们都不放心。当时正好镇上出台了建幸
福院的好政策，我们几个村干部一碰头，第一
个申报了项目。”邱岸村党支部书记李良颜
说，有了镇上的政策和资金支持，不到一个
月，邱岸村幸福院就拔地而起，村内空巢、独
居及留守的老人又有了一个共同的新家。

李良颜介绍，邱岸村幸福院是在村两委会
原址上新建了290平方米的平房，与村两委办
公室、村文化大院融合在一起，既方便村两委
对幸福院的日常管理，又极大方便了老人们健
身、娱乐的精神需求。

走进邱岸村幸福院，放眼看到的是齐全的
基础设施：21个床位上铺着干净整洁的格子床
单，各房间都配上了彩电、空调，地面铺设的
是环保木地板，餐厅内设有热水器、消毒柜，
燃油灶、煤气灶、自动供水设备及太阳能热水
器等厨具电器应有尽有，厨房、餐厅、图书
馆、健身房、康复中心建设完善，洗手间高

档、洁净，极具人性化。幸福院还为老人安装
了水暖锅炉，保证让老人舒适地度过寒冬。

对老人的照料工作繁琐而劳累，除为他们
提供吃、住、休闲、娱乐场所外，幸福院的管
理与运营也尤为重要。由于邱岸村是全镇建设
的第一批农村幸福院，后期的管理效果很重
要，邱岸村设立了长效运营机制。

“现在长住幸福院的老人们，年龄最大的
已有91岁高龄，最小的也78岁了。幸福院充分
尊重老人的生活习惯，以老人自我管理、互相
服务为主，提倡年龄小的帮助年龄大的，身体
好的帮助身体欠佳的，大家和睦相处，既消除
了老人身边无人的孤独无助感，也充分调动了
老人自治自助能力。”李良颜介绍，邱岸村设
立了幸福院爱心助老基金，村两委承担水、
电、暖等日常消耗费用，老人子女只需每月向
幸福院交纳很少的生活费用，即可安心出门打
工了。

在幸福院，厨师与帮厨人员定期全面查
体，工作人员实行盯班制，保障老人一日三
餐。幸福院运营两年来，为让老人吃上放心

菜，邱岸村两委一班人为老人建立了2亩菜
园，利用节假日和工作之余，义务为老人种植
各种蔬菜。每年从5月至11月，菜地里的水萝
卜、胡萝卜、菠菜、黄瓜、豆角、韭菜、大葱、地
瓜、大白菜长势格外喜人，既节省了幸福院运营
开支，又让老人吃上了新鲜的放心蔬菜。

“咱幸福院的大门是敞开的，平时不在这
儿住的村民也经常来玩，陪老人解解闷、打打
牌，年轻人周末来健健身，院里人不断，可热
闹了。老人们有个什么不舒服，大家都能及时
发现，再加上村卫生院就紧邻着，老人能得到
很及时的救护。”幸福院院长王圣琴说，“老
人的子女把老人交给咱，就是对咱的信任，肩
上的责任沉甸甸的。”

“目前全镇已经建设并运行起9处农村幸
福院，”桑梓店镇党委书记董学山介绍，“幸
福院的建设，实现了老人集体赡养，解决了老
人生活照料和精神安慰两大难题，解除了儿女
们的后顾之忧。下一步，桑梓店镇将依托镇敬
老院和逐年建设的农村幸福院，努力编织涵盖
每个村的居家养老服务网络。”

桑梓店镇努力编织涵盖每个村的居家养老服务网络

农村幸福院探索互助养老新模式

□记者 田可新 实习生 王晓冬 报道
本报济南讯 日前，济南市通过完善监管网

格、建立“双随机”抽查机制、对高风险企业开
展“无因稽查”等工作，进一步推进2016年食药
监管工作。

“网格化”是巩固完善统一权威食品药品监
管体系的重要基础。因此，建立健全“属地管
理、分级负责、全域覆盖、责任到人”的食品药
品网格化监管体系以及县(市、区)、乡镇(街道)、村
(居)三级监管网格，仍是省城食药监管的一大重
点，“有责、有岗、有人、有手段”成为针对此的一项
总体要求。济南市明确，综合设置的市场监管局，
要将保障食品药品安全作为首要职责。此外，质
量受权人、企业约谈、“红黑名单”、严重违法
者“终生禁入”等制度也将在济推行。相关部门
还将督促企业建立全过程食品药品安全追溯体
系，全面推行食品药品生产经营自查制度。

与此同时，2016年，济南市将全面推行食品
药品生产经营企业现场检查内容标准化，建立实
施随机抽取被检查对象、随机选派检查人员的

“双随机”抽查机制，并在处置好“有因稽查”基础
上，对高风险企业适时展开“无因稽查”。该市还将
围绕婴幼儿配方食品、肉制品、食用植物油、白酒
等品种开展高风险食品追溯体系建设试点工作，
在食品加工小作坊专业村业户和获取《济南市食
品生产加工小作坊生产报告审查合格通知单》的
规范小作坊推广使用二维码，实现产品可追溯，
并加强食用农产品追溯体系建设，实行产地准出
和市场准入。

加强监管，还需要“严打重治”。对此，济南市
将抓好乳制品、肉制品、调味面制品、食用植物
油、食品添加剂等重点食品综合治理，对农村食
品市场、食品加工小作坊、食用农产品批发市
场、集体餐饮、鲜奶吧等业态实施治理，监督大
型商场超市建立良好经营规范；落实学校食堂学
校自查、季度检查、飞行检查、督导检查等“四
查”制度，按照统一标准对校外托管场所进行登
记管理和星级公示，加强学生就餐安全监管。

食药生产经营企业

现场检查内容标准化

□田可新 刘再敏 报道
本报济南讯 3月23日，济南三职专沙盘模

拟经营代表队在“山东省企业沙盘模拟经营大赛
国赛选拔赛”中以一等奖第一名的成绩成功晋
级，将于5月初代表我省参加在天津市举行的全
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

据了解，沙盘模拟经营比赛，每支参赛队由
多名选手组成，分别扮演总经理、财务总监、营
销总监、生产总监、采购总监等角色来“经营”
企业。比赛重点考评学生的企业经营能力，采用
ERP手工沙盘与创业者电子沙盘相结合的方式进
行，以生产型企业为背景，以手工及电子沙盘工
具为平台，让每个参赛学生置身商业实战场景，
实地体验商业竞争的激烈性，培养学生的全局观
念和实践能力。济南三职专在2014年开始组建沙
盘模拟经营技能训练队，在抓好日查、周测、月考
等常规训练活动机制，加班加点训练的基础上，学
校多方联系友谊赛，为学生创造实战机会，全方位
提升学生实力，进而在大赛中取得佳绩。

三职专沙盘模拟经营赛

获佳绩

□记者 晁明春 报道
本报济南讯 最美不过人间四月天，随着清

明小长假期的到来，历城区第二届桃花节4月2日
开幕。活动以仲宫镇万亩桃园为依托，并为孩子
们准备了2000平米的充气游乐设施，还引进了几
十种多种特色美食。老人看桃花，孩子有游乐
场，年轻人可以逛小吃排档，到南部山区踏青成
了济南市民小长假期间一个不错的选择。

仲宫作为济南的后花园，是市民周末近郊游
的首选地，第二届桃花节就是依托仲宫镇万亩桃
园为依托，打造以赏花为主题的周末休闲嘉年华。
针对景区赏花观光游中最难解决的“吃”的难题，
主办方深入挖掘了济南传统美食，还引进了20种
风格各异的小吃，搭建了沙滩座椅版的休闲餐厅，
可同时容纳五六百人同时就餐。另外，主办方特准
备了大型停车场，可同时容纳3000多辆车停放。

历城区第二届桃花节开幕

万亩桃花

催热南山近郊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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