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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兴时报》特别开通“小华热线”

民生无小事，枝叶总关情。
为进一步深入开展自治区政协

“学思想 重履职 勤协商 惠民生”
实践活动，《华兴时报》特别开通

“ 小 华 热 线 ”0951-6029949，倾 听
百姓心声，了解社情民意。如果您有
操心事 、烦心事 、揪心事，请拨打
热线电话。

倾听百姓心声
了解社情民意
如果您有

操心事、烦心事、揪心事
请拨打热线电话

小 华 热 线

0951-6029949

宁夏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实行“7×24小时”
全天候服务，近日群众有哪些诉求，又是如何解决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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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金一银，意大利赛场上，欢呼
声不断！

站在第十二届世界冬季特殊奥林
匹克运动会的领奖台上，宁夏籍运动
员——19岁的吴佳慧面带微笑挥舞着
双手，闪烁着属于自己的独特光芒。

2006年，吴佳慧出生在银川市一
户普通人家，父母均为工人，虽然日子
清贫些，但很幸福。10 岁时，吴佳慧
被确诊为“中度智力障碍”，攥着诊断
书，父亲在医院走廊蜷缩成一团，泪水
在瓷砖上洇出深色水痕，虽早有预感，
可当预感成为现实那一刻，坚强的汉
子再也抑制不住内心的难过。

命运的齿轮在吴佳慧 11 岁那年
悄悄转动，父母偶然得知银川市特殊
教育中心可以接受心智障碍患者，抱
着试试的心态，将吴佳慧从普通小学
转到特殊学校，没想到一场无形之举
却为吴佳慧打开了一扇全新的门。

进入学校后，老师发现吴佳慧的
运动能力优于其他学生，于是尝试性
地让她学习轮滑。初次穿上滑冰鞋的
她竟然能一次次地摔倒了又自己爬起

来。不怕摔、不怕疼为她开启了一段
新路程，从此依靠一双轮滑鞋、一顶头
盔、一副护具，吴佳慧踏上轮滑之路，
又转入短道速滑。

智力障碍虽让吴佳慧语言表达受
限，但冰面却成了她与外界沟通的桥
梁。“她听不懂战术，却能看懂我的手
势；说不清感受，但每次滑行时嘴角都
会上扬。”吴佳慧的教练陈凌云告诉记
者，多年来她从未缺席一次训练，小伤
小痛如同“家常便饭”，脚部磨出血、膝
盖破皮她从未流过泪、叫过苦，坚强得
让人心疼。

2019年 9月，因为在轮滑项目中
的出色表现，她被学校选中学习短道
速滑，备战全国首届特奥滑冰比赛。
经过 3个月的艰苦训练，吴佳慧在短
道速滑的赛场上崭露头角。

“在参加世界特奥滑冰集训时，
有一次训练完我看到她脸色发白，
站在冰场边缘，双手紧紧握在一起，
手指已经冻得发红，冰面上蒸腾的
寒气让佳慧打了个哆嗦，但她依然面
露笑容。”陈凌云回忆说，“因为孩子是

生理期，冰上训练身体受寒，导致孩子
痛经，给孩子贴了暖贴仍然没有缓
解。”教练告诉她，如果坚持不了，可以
休息一天，但她却摇摇头说“还可以，
能滑呢。”

“她进步很快，耐力强，每次比赛
状态都很好。”经过一个月的集训，
陈凌云见证了吴佳慧的进步。2025年
3月 8日，吴佳慧终于站在了第十二届
世界冬季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的赛场
上，面对来自韩国、匈牙利、加拿大的
强劲对手，吴佳慧压力前所未有地大，
但一想到教练说的好好滑，其他都不
重要，她的信心再一次倍增。

500 米和 1000 米决赛，吴佳慧起
跑有些落后，但凭借着坚韧的决心，她
咬牙坚持，在绝境中爆发力量，冰刀与
冰面摩擦出蓝紫色的火花，像划破夜
空的流星，她像“冰上天使”般，一路过
关斩将，成功夺金。

如今，回到学校的吴佳慧放下冠
军的光环，投入紧张的训练和学习中，
未来她想再一次突破自己，取得更好
的成绩。

冰上逐梦展锋芒 角逐特奥勇夺金
——记第十二届世界冬季特奥会宁夏运动员吴佳慧

本报记者 郝 婧

◀在第十二届世界冬季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上，获得金牌的吴佳慧。（图片由吴佳慧教练提供）

连日来，在兴庆区银古路云和社区
“忘忧草残疾人之家”的微工厂里，肢体残
疾人马永亮正和几个伙伴熟练分装八宝
茶。他每天工作一两个小时，每月可增
加 500元左右的收入。“我每天都很期待
来这儿上班，和大家说说笑笑，时间过得
飞快。尤其是用自己的双手挣钱，对我
来说意义非凡，我终于不再觉得自己是
个累赘了。”马永亮边干着手里的活，边告
诉记者。

云和社区残疾人之家是银川市首家
线上线下融合发展的残疾人之家项目，
由兴庆区残联牵头，利用社区闲置场地，
组织联络 50家社会组织共同参与，为辖
区残疾人提供一站式日间照料、辅助性
就业、技能培训等综合性服务的残疾人
之家项目，辐射辖区 507 名残疾人及残
疾人家属和就业困难群众。像这样的
残疾人之家在兴庆区有 12家。近年来，
兴庆区残联充分挖掘辖区 16个乡镇、街
道各自特色，以“一社区一特色，一镇街
一亮点”为目标，打造兴庆区“百花齐放
式”残疾人之家，真正做到“一家多能、
一园（室）多用”，充分做到让残疾人融
入乡镇、街道现有阵地，融入“30分钟社
区生活服务圈”，方便他们走出家门，融
入社会。云和社区党委书记李红君介
绍，目前社区积极与第三方企业对接，
引入“不尤手作”手工编织、无声咖啡等
多种就业方式，通过拓展“微就业”、培
训“微技能”、优化“微服务”，鼓励残疾

人自强不息，发挥自身优势，丰富职业技
能本领，增加家庭收入，拥抱属于自己的
幸福生活。

在兴庆区大新镇燕祥社区残疾人之
家，银川市第四代彩刺传承人陶利军每
月都会抽出时间指导学员制作彩刺工艺
品。2024年 4月，因身体原因在求职道路
上屡屡碰壁的张亚森，生活一度充满迷
茫。然而，命运在他踏入燕祥社区残疾人
之家的那一刻悄然改变。他跟随陶利军
学习非遗彩刺技艺，短短半个月，便开始
上手制作。当他第一次看到自己亲手完
成的作品时，心中充满了成就感。如今，
他制作的小彩刺葫芦平均能卖到 40元，
凭借自己的双手实现了自力更生。

“非遗+就业”的工作模式既保护
了传统技艺，又为残障人士提供了体
面的就业岗位，实现了文化传承与民
生改善的“双赢”。“近年来，社区残疾
人之家与吉毅善志愿助残服务中心达
成合作，邀请多位非遗传承人来社区
进行技能培训，建立起以手工艺品、非
遗文创等特色项目‘产、学、研’为一体
的综合性就业创业孵化基地，推出‘线
下展示+线上直播’融合模式，为辖区内
残疾人制作的手工艺品搭建起订单式
销售的广阔平台，甚至外省一些客户都
在我们的残疾人之家下了订单。”燕祥
社区党总支书记徐艳茹说。

如何帮助来自残疾人之家的手工艺
品进一步扩大销路？近日，银川市残联与

银川文旅集团、贺兰山岩画、西夏陵共同
召开“银川文旅集团市残联助残促销对接
会”，面对面与全市 18名从事非遗文创、
手工艺品制作的残疾人代表进行了座谈
交流。目前，银川市残联正与文旅集团座
谈交流，筛选出第二批文创企业和文创产
品进景区，并深入对接各类展会，帮助更
多残疾人就业增收。

在诸多力量的帮助下，一个个残疾
人之家犹如温暖的港湾，又似明亮的灯

塔，为残疾人撑起前进风帆的同时，也让
他们重新找到自信。兴庆区残联相关负
责人表示，将始终坚守在残疾人事业的
前沿阵地，立足残疾人之家平台，依托丰
富多样的非遗项目，与更多的政企合作，
积极开展残疾人辅助性就业工作，大力
扶持 80 余名残疾人参与到非物质文化
遗产传承、传统工艺、家庭手工业等项目
中，为残疾人就业开辟更为广阔的天地，
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

本报讯（记者 孙振星） 4月 4日，在海原县三河镇兴
业社区“一技之长”技能人才工作站，电工培训班的学员们
正在练习电路安装。“以前只能打零工，现在有了电工证，
月收入能翻一番。”学员马小军说。

社区党支部书记马玉东介绍，该社区创新开设了“培
训—就业—创业”三位一体模式。一方面联合海原县职业
技术学校开设康复技术、电子商务等实用课程；另一方面
聘请企业讲师和乡土人才，开展家政服务、电焊工等技能
培训。去年至今已培训 960人次，就业率达 70%。今年已
向区内外输出劳动力 983人，帮助移民群众实现从“体力
型”向“技能型”就业转变。

为打通就业“最后一公里”，该社区还建立了“脉动”英
才培育库，采取“企业派单、工作站跟单、群众接单”的用工
新模式。通过微信公众号、入户宣传等方式，今年已储备
技术人才 5人、致富带头人 7人，完成用工对接 72单。社
区还选树 4 名青年创新创业导师，采取“一对一”帮扶形
式，带动更多人就业创业。

“在家门口就能学到技术，找工作也有保障。”参加电
商培训的王女士说，兴业社区通过技能培训让移民群众端
稳“技能饭碗”。数据显示，社区常住居民 11440人中，已有
近千人通过技能培训实现高质量就业。

本报讯（记者 邓 蕾） 4月 2日，记
者从固原市残联获悉，固原市多举措提
升残疾大学生就业率、残疾人就业培训
率。截至目前，1.65万名就业年龄段残
疾人已实现就业，就业率达 71%。

固原市人社局、妇联、残联等部门大
力实施促进残疾人就业 10项行动，举办
线上线下就业招聘会 25场次，提供就业
岗位 984个，实现就业 180人；实施残疾妇

女“美丽工坊”项目，积极对接电商企业、
文创工坊、非遗作品制作工坊等，开展刺
绣、编织、保健按摩、电商服务等职业技
能培训项目 37场次，培训残疾人 1458人，
推动残疾人在网络直播带货、云客服、居
家就业、非遗传承等新业态新模式就业；
积极开发适合残疾人就业的公益性岗位，
在乡村公益性岗位中，优先安排了 390名
残疾人就业。各级机关和企事业单位带

头落实按比例安排残疾人就业工作，累计
按比例安排残疾人就业 385人，缴纳残疾
人就业保障金 1012.71万元。持续优化高
校残疾人毕业生就业服务，完成“一人一
档、一人一策”2024年高校残疾人毕业生
就业服务 115人，就业率达 100%。培育
宁夏盛飞豪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等残疾
人辅助性就业机构 8家，带动残疾人就业
90余人。去年新增残疾人就业 679人。

固原市将大力宣传残疾人就业创业
政策，持续开展“技能技术培训+就业孵
化”就业扶持，打造“盲人按摩”“手工制
作”“残疾人电商”三个残疾人就业品牌；
积极推广隆德县“托养+”模式、泾源县龙
头企业带动的做法，以劳动力市场需求
为导向，为就业年龄段未就业残疾人开
展特色职业技能、实用技术和新业态就
业创业培训，完成 1200人培训计划。

吴忠市建新巷铁市场东门地面塌陷，无人处理。
回音：吴忠市 12345热线接到诉求后，立即转办至

吴忠市住建局。经核实，施工人员于接诉次日前往现
场对缺损地砖进行重新铺筑，保障群众安全出行。

原州区明堡路华祺公馆门口流动摊贩占道经营，
请求处理。

回音：固原市 12345热线接到诉求后，立即转办至
原州区综合执法局。经核实，执法人员已于接诉后第
一时间前往现场规范流动摊点，责令不得占用机动车
道，影响交通。

沙坡头区壹方城C区南侧夜间存在垃圾运输车
噪音扰民。

回音：中卫市 12345热线接到诉求后，立即转办至
沙坡头区综合执法局。经核实，执法人员已第一时间
与恒辰物业公司负责人联系沟通，承诺今后在 22:00至
次日 07:00不再拉运垃圾。

中宁县富民路第二中学路段施工期间未设置
施工标志和警示牌，存在安全隐患。

回音：中卫市 12345热线接到诉求后，立即转办至
中宁县住建局。经核实，工作人员接诉后第一时间要
求施工单位在施工现场设置施工标志和警示牌，确保
过往行人及车辆安全。 （本报记者 邓 蕾 整理）

本报讯（记者 李 莹）日前，由自治区党委宣传部、自
治区文明办指导，银川市委宣传部、银川市文明办主办，金
凤区委宣传部、金凤区文明办承办的全区“文明祭祀新风
尚 移风易俗树新风”新时代文明实践集中示范活动在花
博园隆重举行。活动通过政策宣讲、文艺演出、场景体验、
踏青远行等多种方式，吸引近千名群众参与。

活动现场设置“移风易俗政策宣讲区”，110名志愿者
通过发放《文明祭祀倡议书》、播放公益宣传片、开展互动
问答等方式，向群众普及“鲜花换纸钱”“网络云祭扫”等新
型祭扫方式。在非遗展示区，非遗传承人制作糖画、簪花、
串珠、木雕、剪纸、手工竹编、中草药香囊等非遗作品，文明
实践志愿者带领群众体验绢花、青团、风筝等手工制作，沉
浸式体验“慎终追远重于心不拘于形”的文化内涵。同步
开展的“清明·诗韵传承”诗词朗诵会上，60余名中小学生
以诗歌吟诵追思先贤，传承家风家训。

“踏青远行·绿色出行”实践活动路线贯穿花博园核心
景观带，沿途设置“文明祭祀知识打卡点”“二十四孝主题
展”“时空信箱敬先贤”等互动内容。现场设置品茗迎春、
投壶、射柳等传统游戏环节，让群众感受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的魅力。此外，30余支志愿服务团队，面向广大群众集
中开展义诊、义剪、磨刀、配钥匙、裁裤边等便民服务，深受
群众好评。

4 月 6 日，由灵武市总工会开设的 2025 年职工瑜伽公
益课堂开课，来自 60 家基层工会的 200 余名职工踊跃报名
参与，职工们全身心投入，在瑜伽垫上尽情伸展、呼吸。

据悉，公益课堂将持续至 5 月底，特别邀请了高级瑜
伽导师为职工们授课，课程涵盖了肩颈脊柱腰椎理疗、四
肢臀部核心塑形、活力有氧、趣味球等多个方面。

本报记者 毕 竞 摄

固原市多举措推动残疾人就业

指 尖 开 出“ 忘 忧 草 ”
——银川市多方聚力铺就残疾人就业幸福路

本报记者 纳紫璇 文/图

云和社区“微工厂”内，残疾人进行八宝茶包装。

全区“文明祭祀新风尚 移风易俗树新风”
新时代文明实践集中示范活动举办

海原县兴业社区：

近 千 名 移 民 群 众 端 稳“ 技 能 饭 碗 ”

近日，北京市政府新闻办举行“推动首
都高质量发展”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北
京市住建委副主任马綮鸿介绍，今年北京
将围绕城市更新，聚焦解决群众急难愁盼，
重点打造一批民生工程、发展工程、安全工
程和示范工程，包括实施 500个市属老旧小
区综合整治、老楼加装电梯完工 600部等。

在民生工程方面，今年北京将实施核
心区平房院落 2000户申请式退租和 1200户
房屋修缮，推动整院退租、成片区更新改
造。启动实施 20万平方米危旧楼房改造。
稳步推进城中村改造。开展完整社区和城
市社区嵌入式服务设施建设，实现一刻钟
便民生活圈全覆盖。（据《人民日报》）

北京今年将实施500个
市属老旧小区综合整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