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奋进新征程 建功新时代

以梦为马，携手前行
——从北京冬残奥会看我国残疾人事业发展

忘记身体残缺，中国冬残奥运动
员以拼搏奋进的姿态一次次惊艳世
界；细节中诚意满满，冬残奥会场馆以
高水平无障碍环境建设向世界展示

“中国温度”。
北京冬残奥会已于13日闭幕。犹

如一面镜子，这一残疾人的体育盛会
不仅折射出我国新时代残疾人自强不
息、顽强奋斗的精神风貌，也折射出我
国残疾人事业取得的亮眼成就。

运动场上
他们挥洒汗水与激情

冰雪之上、雪沫飞舞，视障运动员
在领滑员的引导下，以一往无前的姿态
向着终点冲锋；精准计算、相互鼓舞，轮
椅冰壶运动员聚精会神，用近40斤重的
大理石冰壶描摹“梦”的轨迹……

在北京冬残奥会的赛场上，中国
冬残奥运动员不断突破自我，夺得18
枚金牌、20枚银牌、23枚铜牌，在金牌
榜、奖牌榜居第1位，取得了我国参加
冬残奥会的历史最好成绩。伴随着国
旗一次次在领奖台前高扬，冰雪之梦
照进现实。

赛场外，更多残疾人享受到了体
育运动带来的酣畅与精彩。

基层社区内，适合残疾人的健身
器材日益丰富，全国残疾人社区文体
活动参与率由2015年的6.8%持续提升
至2021年的23.9%；各类学校中，残疾
学生广泛参与学校组织的排舞、啦啦
操、旱地冰壶等运动项目，菁菁校园更

添欢笑与活力；冰天雪地里，“残疾人
冰雪运动季”活动热火朝天，直接参与
的人数从最初的万人发展到30多万
人。

“通过参与体育活动，可以促进残
疾人勇敢走出家门，满足兴趣爱好，增
加社会交往，不断丰富自己的生活。
社会公众也可以通过残疾人在体育活
动中的参与和展示，更加充分了解这
个群体。”

2022年3月3日，国务院新闻办举
行的《中国残疾人体育事业发展和权
利保障》白皮书新闻发布会上，中国残
联副理事长王梅梅道出了发展残疾人
体育的重要意义。

各自人生舞台中
他们书写精彩华章

这是一首无声胜有声的歌曲表
演。

2022年3月4日晚，北京冬残奥会
开幕式上，中国残疾人艺术团团长邰
丽华带领数十名残疾人表演者用手语

“唱”国歌。
为了“唱”好国歌，邰丽华和同事

们极其重视细节把控，仅仅是为了“前
进”这一个手语的手势方向，就反复琢
磨排练了很多次。

特殊艺术之花不仅盛开在“鸟
巢”。

全国残疾人艺术汇演上，残疾人
表演者以特殊艺术讴歌时代、滋润人
心；“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剧场内，中
国残疾人艺术团的演员们以独具中国

风味的演绎讲述中国故事，促进民心
相通……

健全人可以活出精彩的人生，残
疾人也可以活出精彩的人生。在各式
各样的人生舞台之上，更多残疾人绽
放了最美的自己。

“十三五”期间，共有57477名残疾
人被普通高校录取，录取人数较“十二
五”期间增长50.11%；“十三五”期间，
我国城乡新增181万残疾人就业，每年
平均有40万残疾人参加政府补贴的职
业培训项目。

“残疾人并不是‘特别’的群体，残
疾人也能和健全人一样从事多彩的职
业，探索生命的各种可能。”中国残联
主席张海迪说。

无处不在的帮扶支持下
他们追寻更有质量的生活

国家游泳中心看台无障碍座席及
卫生间均比原来增加一倍；国家高山滑
雪中心轿厢式缆车可供轮椅使用……

北京冬残奥会上，精准周到的无
障碍服务给各国专家和运动员留下深
刻印象。

比赛场馆外，改变也在发生。
北京开展全市无障碍环境建设

2019-2021年专项行动，累计整治整
改点位33.6万个；张家口为迎接冬残奥
会改造盲道358.58千米、缘石坡道
4422处。

此外，在北京冬残奥会带动下，全
国无障碍设施覆盖率持续提升。全国
村（社区）综合服务设施中有81%的出

入口、56%的服务柜台、38%的厕所进
行了无障碍建设和改造。

以无障碍环境建设扫除残疾人融
入社会的“障碍”，以多层次社会保障
体系为残疾人托起“稳稳的幸福”。

“十四五”时期，困难残疾人生活
补贴和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目标人群
覆盖率将达100%。

2022年开年，一份由国家发展改
革委等21个部门印发的《“十四五”公
共服务规划》吸引众多关注，其中对残
疾人等困难群体的扶持政策更引发广
泛热议。

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和重度残疾
人护理补贴制度建立于2016年。“十三
五”期间，这项制度已惠及1200多万困
难残疾人和1400多万重度残疾人，帮
助兜牢残疾人民生底线。

此外，各地还通过实施低收入重
度残疾人单独施保等政策，将更多的
困难残疾人纳入低保覆盖范围，目前
已有1000多万残疾人入低保。困难、
重度残疾人参加居民基本养老和医疗
保险，由政府代缴全部或部分个人参
保费用，目前参保率超过90%。秉持
普惠加特惠的工作思路，我国残疾人
社会保障体系日益完善，让困难残疾
人后顾无忧。

北京冬残奥会已落下帷幕，但我
国8500万残疾人的命运交响曲正步入
高潮。新时代春风中，广大残疾人在
党和国家关心关怀下、在全社会支持
帮助下，以梦为马，向着更美好的生活
勇毅笃行。 据新华社

华西都市报讯（四川日报全媒体记
者 张明海）四川省城乡环境综合治理工
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近日印发《2022年四
川省生活垃圾分类工作要点》，明确提出：
今年四川全省地级及以上城市生活垃圾
分类回收利用率要稳定保持在34%以上，
生活垃圾资源化利用率达到56%左右。

对于今年全省不同地区的目标任务，
《工作要点》提出具体要求。其明确：到
2022年底，成都、德阳、广元不断巩固提
升生活垃圾分类成果，形成一批示范片
区，城市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稳定保持在

37%以上。攀枝花、泸州、绵阳、遂宁等4
个省级示范城市中心城区基本建成生活
垃圾分类处理系统。其他地级城市至少
有1个区实现生活垃圾分类管理主体和
收集设施全覆盖，其他各区至少有1个街

道基本建成生活垃圾分类示范片区。
《工作要点》提出，要通过促进生活垃

圾源头减量、加强生活垃圾分类投放管理、
完善生活垃圾分类收运处置体系、努力推
动公众分类习惯养成、加快形成长效管理

机制等多种举措，统筹推进生活垃圾分类
和处置。其中，在加强生活垃圾分类投放
管理方面，明确提出合理布局生活垃圾分
类回收网点的“硬指标”：要按照就近、便
民、高效的原则，结合城市建设规模、实际
居住人口和再生资源产生量情况，统一规
划、合理布局再生资源回收站点，原则上城
区每2000户居民设置1个回收站（点），乡镇
每2500户居民设置1个回收站（点）。

记者了解到，截至2021年底，四川地
级以上城市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达33%、
居民小区覆盖率达63%。

华西都市报讯（四川日报全媒体记
者 魏冯）3月13日，成都市疾控中心发布
消息，提醒符合加强免疫接种条件、未完
成全程接种以及未接种的市民朋友，尤其
是60岁以上的老年人，建议应尽早主动
接种疫苗。同时，针对大家热议的“序贯
加强免疫接种”，成都市疾控中心作出权
威解答。

问：什么是序贯加强免疫接种？
答：序贯加强免疫接种，是指采用与

基础免疫不同技术路线的疫苗，按照一定
的时间间隔和剂次，为了进一步提高预防

效果，在考虑其安全性的基础上所采取的
一项免疫策略。

问：为什么要进行序贯加强免疫接
种？

答：按照以往的传染病防控经验，对
付常规的病毒，单一疫苗可以应对，但对
于狡猾的善于变异的病毒，可以实施不同
技术路线的疫苗“联合作战”。序贯加强
免疫接种，可以让不同技术路线的疫苗之
间优势互补。

问：序贯加强免疫接种的安全性和有
效性如何？

答：目前研究显示，接种2剂次新冠
病毒灭活疫苗后，使用重组蛋白疫苗或腺
病毒载体新冠疫苗进行序贯加强免疫接
种，可有效提高机体免疫水平，且安全性
良好，经研究证明序贯接种不会增加接种
反应，可以放心接种。

问：哪些人可以进行序贯加强免疫接
种呢？

答：全程接种新冠灭活疫苗（国药中
生北京公司、北京科兴中维公司、国药中
生武汉）满6个月的18岁以上人群，可以
进行序贯加强免疫接种。

问：序贯加强免疫接种咋个打？
答：全程接种国药中生北京公司、北

京科兴中维公司、国药中生武汉公司新冠
病毒疫苗满6个月的18岁及以上的人群，
可选择安徽智飞龙科马公司的新冠病毒
重组蛋白疫苗或天津康希诺公司的新冠
病毒腺病毒载体疫苗中的一种，开展1剂
次序贯加强免疫接种。具体如下：

①2针灭活疫苗（国药中生、科兴中
维、中生武汉）+1针重组蛋白疫苗；

或②2针灭活疫苗（国药中生、科兴中
维、中生武汉）+1针腺病毒载体疫苗。

“混打”加强针 可选择这些疫苗

四川部署今年生活垃圾分类工作

统筹推进生活垃圾分类和处置
◎今年全省地级及以上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回收利用率要稳定保持在34%以上，生

活垃圾资源化利用率达到56%左右

◎统一规划、合理布局再生资源回收站点，原则上城区每2000户居民设置1个回
收站（点），乡镇每2500户居民设置1个回收站（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