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停着白车的这个小岔路左拐，再往前

开 3 个门栋就是了。”在吉林省长春市南关

区南岭街道社会救助事业中心工作人员陈

艳的带领下，记者来到低保户姜方有老人

的楼下。

“送蔬菜包、了解情况、询问需要啥帮

助……对于困难家庭，我们会定期走访。”

陈艳熟门熟路地上楼敲门。

克服疫情影响
及时进行救助

早上 8 点，姜方有老人早已吃完饭，穿

戴整齐。他从抽屉里拿出几百元钱，一张

一张数清，“这是前天刚发的钱。今天还有

好多事儿要办呢。”

走进药店，姜大爷报出药名和数量：“你

看看，每个月光吃药就得花好几百元，幸好

有低保，减轻了我们的负担。”去年年底，姜

方有的爱人突发心脏病并发高血糖。两人

都没有正式工作，靠着以前的积蓄过日子。

“测血糖要 100多元，拍片子要 700多元。”治

病买药，成了家里的一大支出。

今年 3 月，在社区工作人员的帮助下，

两位老人开始申请低保。一个月后，姜方

有收到了第一笔低保金到账的短信。“特别

惊喜，本来以为得等一段时间才能办下来

呢。”姜方有说。

近几个月的低保进账，每一笔姜方有

都记在心里：“虽然钱还是得省着花，但买

药不成问题了，真是给我们解了大难题。”

开门进屋，摆齐药盒，收好单据，姜大

爷来到老伴身边，一边给她按摩手，一边

聊起了天：“咱中午吃茄子拌面。你还别

说 ，我 再 没 碰 着 比 蔬 菜 包 里 还 胖 的 茄 子

了。”原来，疫情期间，长春市低保户等困

难 群 体 除 了 可 领 取 200 元 的 一 次 性 救 助

金外，考虑到买菜难等实际情况，南关区

还为他们先后发放了 3 次蔬菜包。“一个

蔬菜包重 20 多斤，蔬菜的种类可多了。”

姜方有说。

今年 3 月至 5 月，为降低疫情影响，保

障困难群众的基本生活，吉林省将 2503 户

3655 人纳入低保和特困供养范围。长春

市为低保家庭、特困人员发放一次性生活

补助 1100 万元；吉林市加强与财政部门沟

通筹措，为全市 3 万余户救助家庭足额提

前发放 3 月份救助金 2644 万元。

午饭后，告别姜大爷，记者走进了南

岭街道社会救助事业中心。陈艳正忙着

核对低保家庭信息，“‘落下’的功课，咱得

尽快补啊。”4 月和 5 月，南岭街道共增加

低 保 家 庭 6 户 。 按 规 定 ，纳 入 低 保 名 单

前，需要开展邻里走访、民主评议会等工

作，但由于疫情防控需要，这些工作在当

时都无法进行。

陈艳告诉记者：“疫情防控期间，我们

就通过电话等方式不见面了解，再通过系

统 里 的 信 息 进 行 房 屋 、就 业 等 情 况 比

对。把确实有困难的群众纳入低保，先保

障他们的生活。等条件允许了，再陆续补

齐流程。”

翻阅文件时，一张收条引起了记者的

注意，“今收到临时救助 500 元整。张尧。

2022 年 4 月 5 日。”不同于姜方有，今年 3 月

初，外地居民张尧来到长春务工，工作还没

找到，却因疫情滞留。失去了收入，也没有

太多生活储备物资，他的生活一时陷入困

境。4 月 3 日，收到社区情况上报，陈艳当

即为他申请了一次性临时救助金。特事特

办，今年 3 月到 5 月，长春市民政局累计救

助无法外出务工人员、因疫情滞留的非本

地户籍人员等困难群众超 2.9 万人次，发放

救助金 2034 万元。

培训就业技能
提供岗位信息

“这一个能赚十几块钱呢。”残疾人张

宇飞双手抱着瓶子，将胶水、色粉依次倒入

量杯，再用手掌夹住玻璃棒轻轻搅拌。

走进长春市春园社区，肢体二级残疾

的张宇飞正在做滴胶摆件。4 岁时，因为

一场大火，她失去了十指，全身多处烧伤。

“我就这样夹着笔念完初中。但毕业后，我

没有找着工作，由于没有收入，被纳入了低

保。”夹着玻璃棒，张宇飞反复调试着滴胶

摆件的颜色。

近年来，吉林省民政厅联合各地就业

部门、残联，为低保困难群体提供就业信

息、技能培训。张宇飞凭着一股好学肯吃

苦的劲头，通过培训掌握了制作手工艺品

的技能，社区还为她免费提供房间作为工

作室。在 50 平方米的工作室里转一圈，串

珠动物、十字绣画、烙画葫芦……各种精致

的手工艺品，随处可见。

尽管目前低保金依然是张宇飞的主要

收入来源，她却打算把自己的工作室坚持

做下去。“现在还有 20 多名生活困难的残

疾人跟我一起呢。”她给记者展示了手机上

的转账记录，金额从几十到几百元不等，

“他们在这儿做手工艺品，我去摆摊，卖出

去了就回来把钱转给他们。相信只要肯努

力，生活总会越来越好的。”谈及未来，张宇

飞信心满满。

多措并举，因人而异，为有劳动能力

的困难家庭提供帮扶。吉林省为低保失

业 人 员 等 就 业 困 难 人 员 提 供 精 准 帮 扶 。

有市场就业能力的，至少提供 3 个岗位信

息；缺乏就业技能的，免费提供职业技能

培训；难以实现市场就业的，安排公益性

岗位托底安置。同时，吉林省民政厅全面

落实低保渐退制度，家庭成员就业后，城

乡所有低保家庭均可继续享受 18 个月的

低保待遇。

根据物价变动
发放临时补贴

走进长春市一处廉租房小区，记者看

到，不同于一梯几户的常见设计，这里走廊

纵深，并排住着十几户人家。

晚上 7 点多，记者敲开了低保户张勇的

家门。张勇和老伴都是残疾人，他拄着拐杖

正准备出门买菜，“一起去呗，这时候很多菜

价格更便宜。”张大爷热情地邀请。

走进楼下的超市，果然不少蔬菜都贴

上了折扣标签。张勇笑着说：“4 月初，我

在这儿称了一棵白菜，可觉得贵，没舍得

买。”然而几天以后，他就发现低保卡里多

了 66 元，一打听才知道，“这是菜价补贴。

我和老伴每人每月有 33 元呢。”

疫情期间，吉林省部分地区出现短期

菜价上涨。根据物价变动情况，吉林省民

政厅指导各地民政部门积极配合相关部

门，及时按规定条件启动社会救助和保障

标准与物价上涨挂钩联动机制，按月足额

为低保户发放物价补贴。

物价补贴，补贴金额的标准是什么？

陈艳为记者解答了疑惑。打开低保

管 理 系 统 ，低 保 人 员 的 姓 名 、就 业 情 况

……辖区内每户低保家庭的信息逐条显

现。记者注意到，长春市只有 4 月标记了

物价补贴。“补贴是变动的，也是临时的。”

民政局和发改局、物价局联合，调研统计

每月物价情况，结合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变

动情况，如果涨幅达到规定条件，便会以

市（州）为单位启动价格联动机制，发放价

格临时补贴。

陈艳给记者做了演示，需要发放物价上

涨补贴时，工作人员便会在系统录入。“物价

补贴按月测算，按月发放。你看，6 月就没

有了。”今年疫情发生以后，长春市、吉林市

均在全市范围内为城乡低保对象、特困人

员发放物价临时补贴，合计 650 万元，惠及

群众近 24 万人；此外，吉林市还为 1.9 万余

户低保对象、特困人员发放了供热补贴。

“今天买的菜，明天就剁馅包饺子，再拍

个照发给我儿子。”张大爷边走边说。儿子

在外地读书，成绩很好。大爷的语调不禁高

了一点：“多好啊，日子越来越有盼头。”

记者一线探访吉林生活困难家庭 ——

享低保领补助 有工作增收入
本报记者 刘以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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雨燕，翼长而腿脚弱小，却是飞翔速

度最快的鸟类之一。坐在轮椅上的张莹

莹，被人们称为“勇敢的雨燕”。

作为广东省深圳市雨燕残疾人关爱

事业发展中心党支部书记、主任，多年

来，张莹莹带领“雨燕”团队探索出多元

化助残就业创业模式，帮助数千名残疾

人突破身体限制，追逐人生梦想，她也因

此获评全国自强模范、全国三八红旗手、

中国青年五四奖章、第八届全国道德模

范等荣誉称号。

“我相信，只要努力奋斗，残疾人也

可以活出精彩人生。”张莹莹说。

自强不息，积极参
加志愿服务

打开张莹莹的微信朋友圈，都是公

益助残资讯。一场场就业培训、义诊救

治、下乡调研、志愿服务等活动排满了她

的时间表。

“节假日在家里根本看不到她，不是

在外地出差就是在出差的路上。”张莹莹

的丈夫辛钧辉也是残疾人，如今是一名

致力于为困难群体开展法律和就业方面

公益援助的律师。

1989年出生的张莹莹，自幼因脊髓灰

质炎导致双腿肌肉萎缩，只能与拐杖和轮

椅为伴。她生性乐观自强，靠着努力考上

大学。大学军训她摔伤了双腿，当时还未

熟悉的同学们自发“排班”，轮流背她上

课、给她送饭。“我的大学四年，是在老师

和同学们照顾下读完的。我积极参加各

种志愿服务活动，努力回报社会。”

这让张莹莹找到了人生价值。“在我

的成长路上，无数人伸出了援手。我想

做一名传递友爱的使者，为更多残障人

士插上希望的翅膀。”

大学毕业后，张莹莹前往深圳，投身助残就业创业帮扶事业。2015
年，她与几位伙伴创办了青龙无障碍科技有限公司，2016年成立了深圳

市雨燕残疾人关爱事业发展中心，致力于为残疾人提供心理辅导、就业

培训。如今，张莹莹已先后带领团队创办 4家社会组织、2家企业，在岗

员工 90%以上是残疾人或残疾儿童的亲属。

授人以渔，精准助残“智志双扶”

多年来，围绕多元化助残，张莹莹带领团队做了大量探索。

“仅靠我们创办的企业，提供的就业岗位十分有限，所以我们不

断向外拓展，努力凝聚全社会扶残助残力量。”张莹莹说，“雨燕”团队

一手联动企业，为各类企业设计就业岗位，一手抓助残培训，授人以

渔，帮助数以千计的残疾人走上工作岗位。

从 2018 年开始，张莹莹又带领“雨燕”团队为创业初期及有创业

意愿的残疾人提供资源整合、心理支持、创业孵化、技能培训、法律服

务、政策咨询六大服务，帮助他们快速成长。

张莹莹深知，助残先扶志，让残疾人融入社会，首先要帮其重建

信心。为此，“雨燕”团队将心理辅导放在助残就业培训首位，带领龙

华区义工开展“残疾人演说家”志愿服务项目，用一个个感人故事激

励残疾人走出家门勇敢追梦，目前项目已进行了百余场。

张莹莹注重有针对性的技能培训和心理辅导，帮助残疾人深度

挖掘自身潜力，精准匹配企业需求。幼时因烧伤致残，满震洋从小缺

乏自信，大学毕业后当过建筑工、干过电工、做过推销员，工作始终不

稳定。2019 年，经张莹莹介绍，满震洋成为一名人工智能数据员，培

训后上岗，他看到了不一样的天地：“有免费的宿舍、干净的工作环

境，同事也很亲切，我觉得很幸福。”

科技助力，推动帮扶事业不断向前

促进残疾人高质量、高层次稳定就业，是张莹莹一直努力的目标。

“经过调研，我们最近发布了‘惠残通’线上平台，以订单式培训

就业为主、‘红娘式’精准牵线为辅的方式，帮助残疾人精准化、高质

量就业。”张莹莹介绍，“惠残通”是集残疾人培训、就业、就医、便民服

务等多功能为一体的综合性平台。目前“惠残通”已发布 40 多家企

业的人才需求。

“我们正与一家企业合作，开展城市安全员培训，未来能给大量残疾

人提供岗位。”张莹莹说。自 2018年 10月起，张莹莹带领团队先后走进

多个地区，为残疾人开设心理辅导班，鼓励他们加入就业技能培训班，学

习电商客服、直播带货、短视频制作等技能。仅在广西壮族自治区凤山

县，就有 350名残疾人受益。

20岁的张宁波是来自凤山县的贫困残疾人，因腿部残疾，她从小没

出过山、没上过学。在“雨燕”团队帮助下，张宁波在深圳大学附属华南

医院做了腿部矫形手术，学会了制作蛋糕，目前准备在深圳开蛋糕店。

“看到他们幸福的样子，我就觉得自己也非常幸福。”听到张宁波

说希望一起做公益，张莹莹喜极而泣。针对肢体残疾人开展矫形与

重建医疗，实施残疾人低中高档学历提升行动计划，开办茶艺、插花、

刺绣、养殖、咖啡制作、平面设计等数十种培训班……张莹莹带领“雨

燕”团队不断探索多元化就业创业模式，在助残事业中实现人生价

值，更好服务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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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手记R

从小残疾的张莹莹，瘦弱的身体里蕴藏着巨大的能量。多年来，

她如一只“勇敢的雨燕”，顶风冒雨，不知疲倦，带领大批残疾人振翅

飞翔、追梦圆梦，身体力行地诠释着自强不息、助人助己的精神内涵。

有爱有为，精准施策。同为残疾人，张莹莹最懂得残疾人就业创

业的难处，带领团队探索多元化助残就业创业模式，秉持“授人以渔”

的理念，为每一个残疾人选择最合适的岗位和发展方向；她将心理辅

导放在首位，用亲身经历激发残疾人自尊、自信、自强、自立的内生动

力，鼓励他们走出家门、融入社会。

勇于创新，聚贤成峰。助残事业是一项社会系统工程，需要党和

政府、社会各界的勠力同心。从办企业到运营众创空间，再到打造

“惠残通”线上助残平台，张莹莹针对助残工作痛点不断创新，集聚社

会助残力量，让“一个都不能少”的目标更好实现。

在深圳，残疾人当中流传着这样一句话：“有一种温暖叫张莹

莹”。这种温暖，正在成为全社会的自觉担当，扶残助残的氛围日益

浓厚。越来越多的助残人士伸出双手，共襄“春天的事业”；越来越多

的残疾人用实际行动迸发生命光彩，书写精彩的人生篇章。

呼唤更多“勇敢的雨燕”

■保障好困难群众基本生活①R

■民生观R

开栏的话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民生无小事，

枝叶总关情。对困难群众，我们要格

外关注、格外关爱、格外关心，帮助他

们排忧解难。

今年以来，新冠肺炎疫情多点散

发频发。为做好困难群众基本生活保

障工作，民政部、财政部近日联合印发

通知，提出若干有针对性的措施，各地

也出台了一系列救助政策。本版自今

日起，推出“保障好困难群众基本生

活”系列报道，通过实地探访，呈现各

地各部门为克服疫情影响、保障困难

群众基本生活的政策措施，敬请关注。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对困难群众，我

们要格外关注、格外关爱、格外关心，帮助

他 们 排 忧 解 难 。”民 生 无 小 事 ，枝 叶 总 关

情。用心用情解决好现实难题，扎扎实实

增进各项民生福祉，就能让困难群众享有

更多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被及时纳入低保、获得一次性生活补

助、收到沉甸甸的蔬菜包、按月享受物价补

贴……为克服疫情影响，来自吉林长春的

姜方有老人获得了许多切实有力的帮扶，

解了燃眉之急，让人感到欣慰。

一段时间以来，新冠肺炎疫情多点散

发，给人民群众的生活造成一定影响。困

难群众由于经济基础较为薄弱，抵抗各类

风险的能力相对不足，受到的冲击也相应

更大，更容易陷入困境，需要得到更多关

注与帮扶。为困难群众织密织细保障网

络、兜住兜牢民生底线，是让全体人民共

享改革发展成果的题中之义，也是高效统

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的必然

要求。这需要想办法帮助人民群众解决

实 际 困 难 ，尽 全 力 帮 助 困 难 群 众 渡 过

难关。

帮助人民群众解决实际困难要保基

本、强救助。一方面，要重点摸排低保对

象、特困人员、脱贫易返贫人口、遇困外来

人员等重点人群，做到应保尽保、应兜尽

兜，实现不落一户、不落一人。另一方面，

要瞄准困难群众的实际需求，围绕急难愁

盼，做到分类施策、精准帮扶，实现凡困必

帮、有难必救。我们欣喜地看到，各地根据

自身实际，出台了一系列有针对性的政策

与举措。一笔笔救助资金、一项项惠民政

策，有力地托举起困难群众的生活，彰显了

民生的温度与社会的温情。

帮助人民群众解决实际困难要保就

业、促发展。帮扶困难群众，既要能解一时

之困，也要善谋长远之利。就业是最大的

民 生 ，发 展 是 解 决 一 切 问 题 的 基 础 和 关

键。促进困难群众就业，往往能起到“就业

一人、致富一家”的作用。对有劳动能力与

就业意愿的，要通过畅通就业信息、加强劳

务协作、组织技能培训等方式，帮助他们尽

快走上工作岗位；对于确实难以就业的，在

保障基本生活的基础上，提供“一对一”个

性化援助，用好公益性岗位托底安置，让困

难群众能凭双手实现自身价值，创造美好

生活。

想办法帮群众解决困难
周春媚

用心用情解决好现实难
题，就能让困难群众享有更多
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本版责编：商 旸 周春媚 赵 政

本报长沙 7 月 4 日电 （记 者 王云

娜）4 日上午，湖南省首届职业技能大赛

暨“技能中国行 2022——走进湖南”活动

在株洲开幕。此次大赛以“技行三湘、能

创未来”为主题，赛项紧密对接全省主要

产业、20 条工业新兴优势产业链、世界及

全国技能大赛技术标准等。来自全省 14
个市州、21 个行业部门的 35 个参赛代表

团 、1087 名 选 手 ，将 参 与 55 个 集 中 比 赛

项目的角逐。

本次大赛共设赛项 188 个，其中集中

办赛 55 个、分散办赛 133 个，去年已完成

所 有 分 散 办 赛 项 目 ，全 省 产 业 工 人 和 职

业 院 校 学 生 积 极 参 赛 。 此 次 大 赛 期 间 ，

“技能中国行 2022——走进湖南”系列活

动同步开展，包括技能成果展示交流、绝

技 绝 活 展 演 、优 秀 技 能 人 才 宣 讲 报 告 会

等内容。

据湖南省人社厅介绍，近年来，湖南

围绕实施科教兴湘、人才强省、创新驱动

发展战略，扎实推进技能人才队伍建设，

初 步 形 成 了 一 支 规 模 日 益 壮 大 、结 构 日

益 优 化 、素 质 逐 步 提 高 的 技 能 人 才 队

伍。目前，全省技能人才达 532 万人，其

中 高 技 能 人 才 152.5 万 人 。 湖 南 将 以 此

次大赛为契机，发掘培养更多优秀的“大

国工匠”“能工巧匠”，建设一支技艺更加

精 湛 的 技 能 人 才 队 伍 ，助 推 经 济 社 会 高

质量发展。

湖南举办首届职业技能大赛

7 月 3 日，广西壮族自治区梧州市总工会组织开展劳动技能竞赛活动，激发职工

的工作热情，培育更高水平技能人才。图为职工参加电工技能竞赛。

何华文摄（影像中国）
办比赛 育人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