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驻马店: 聚焦重度残疾人创新托养新模式

有效破解特殊困难群体社会保障难题

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困难残疾人等特殊贫困群体社会保障

工作,多次强调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残疾人一个也不能少”、

“完善残疾人社会保障制度和关爱服务体系,促进残疾人事业全

面发展”.近年来,驻马店市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

示精神,按照 “就近就地、方便群众、医养结合”原则,探索建

立 “市级统筹、县乡实施、部门联动、社会参与”的贫困家庭重

度残疾人集中托养模式,破解了农村残疾人照护和残疾人家庭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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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收入来源问题,实现了 “托养一人,解脱一家,脱贫一户,温

暖一方”的目的,走出了一条重度残疾人贫困家庭增收脱贫的新

路径,得到国家、省各级充分肯定,已在全国进行全面推广.

先后荣获２０１８年 “全国脱贫攻坚奖组织创新奖”、２０１９年

“全国助残先进集体”,２０２３年 “康复国际百年贡献奖”,成功入

选联合国 “全球减贫案例”和 “破解因残致贫的中国方案”一

书、在第二届 “进博会”上被作为中国脱贫攻坚进程中社会保障

兜底典型经验向各国政要及参会客商展示、在纪念新中国恢复联

合国合法席位５０周年系列活动中国残疾人脱贫故事分享会上向

全世界推介.

一、基本背景

驻马店市有残疾人６０５万,其中持证残疾人２５８１万.在

持证残疾人中,智力、肢体重度残疾的有７５３万人,重残家庭

受限于劳动力不足和医疗康复支出较大,导致 “照看一个、拖累

一群、致贫一家”.

２０１７年,驻马店市在全国率先创新实施贫困家庭重度残疾

人集中托养,目前,已建成重度残疾人集中托养机构１０８个,循

环入住残疾人９０００余人,现托养照料２０１２名贫困家庭重度残疾

人,走出了一条残疾人脱贫新路径,创造了重度残疾人家庭增收

脱贫的 “驻马店模式”.２０１８年,全国政协副主席陈晓光莅临驻

马店调研,给予高度评价;２０１８年５月２５日,中国残联、国务

院扶贫办、民政部在驻马店市组织召开全国推动因残致贫家庭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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贫攻坚暨失能贫困重度残疾人照护和托养工作现场会,推广驻马

店模式;２０１８年、２０１９年中国残联主席张海迪连续两年赴驻马

店调研指导该项工作;２０１９年、２０２１年中国残联副主席程凯两

次调研指导该项工作.

二、主要做法

(一)着眼整体工作 “谁来推”,建立了政府主导、社会参与

的运作模式.出台 «关于全面推进贫困家庭重度残疾人集中托养

的意见»«关于进一步规范贫困家庭重度残疾人集中托养中心管

理的意见»等指导性文件,实行 “市级统筹、县乡实施、部门联

动、社会参与”的贫困家庭重度残疾人集中托养模式,明确县乡

政府主体责任,具体负责托养中心建设、维护和运转,牵头负责

重度残疾人的接收、审核和申报.定期组织召开重度残疾人集中

托养工作协调会议,协调解决工作中遇到的困难问题,不断推进

托养中心规范化建设.鼓励社会组织、爱心人士、志愿者、企业

家通过捐款捐物、志愿服务等方式,有序参与重度残疾人托养中

心建设运行,形成 “政府引导、社会参与”的良好工作局面.

(二)着眼建设经费 “从哪来”,充分统筹整合扶贫资金和现

有资源.乡镇 (街道)托养中心利用乡镇 (街道)卫生院闲置病

房,村级托养中心依托村卫生室,按照托养中心功能需要适当进

行改扩建,最大程度节省前期建设投入.在托养经费来源上,按

照 “财政列支一部分、部门整合一部分、社会捐赠一部分”的工

作思路,充分统筹整合各类资金,为托养中心建设运行提供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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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障.以财政投入为主,保障托养中心正常运转;以政府购买服

务的形式,开发公益岗位,提供日常看护、生活照料等服务.同

时,统筹扶贫资金、农村最低生活保障金、残疾人 “两项补贴”、

临时救助金、慈善资金、康复服务资金等,有力保障了托养中心

持续稳定发展.

(三)着眼托养对象 “如何定”,健全完善严格的托养对象入

退标准.明确规定托养对象必须是本地建档立卡贫困家庭二级以

上肢体、智力残疾且日常饮食起居不能自理、家庭无力照料或照

料困难的人员,坚持自愿入住的原则,按照 “户申请、村申报、

乡审批、县备案”程序,筛选确定入住人员,并进行公示,同时

由入住人员的监护人签订委托书、托养协议书,明确各方权利义

务关系和退出条件等,实现入住人员动态管理,确保入住对象精

准,做到应托尽托、应退慎退.同时,托养中心优先选聘被托养

人员亲属和贫困家庭劳动力担任陪护人员,每月获得固定劳动收

入,为贫困劳动力拓展了一条稳定就业门路.

(四)着眼日常工作 “谁来做”,构建由扶贫、民政、残联、

卫健等部门参与的工作体系.扶贫部门牵头抓总,负责托养中心

建设推进和入住人员、护理人员的资格把关.民政部门借鉴敬老

院系统管理经验,负责托养中心日常运营管理、残疾人员分类建

档和日常业务指导.残联负责提供残疾人辅助器具及残疾人员康

复训练、后续康复培训工作,并配合做好入住人员筛选工作.卫

健部门负责派驻医护人员为入住人员定期体检,根据残疾人员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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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状况实施医务护理和药物治疗,对护理人员进行护理知识培

训.

三、取得成效

实践证明,驻马店市探索的贫困家庭重度残疾人集中托养模

式成功破解了重度残疾人家庭脱贫难题,既减轻了家庭负担,又

促进了脱贫增收.经过多年运行,得到国家有关部委高度评价并

在全国推广.总体来说,驻马店市探索的贫困家庭重度残疾人集

中托养模式主要取得了以下几个方面的成效:

一是探索贫困家庭重度残疾人托养模式,破解了重度残疾人

难以照护的社会问题,推动了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贫困老年人、重度残疾人、重病患者等特殊贫困群体,是难啃的

“硬骨头”,其中贫困家庭重度残疾人更是贫中之贫、困中之困、

坚中之坚,是经过多轮攻坚后剩下的 “锅底”.我市借助精准扶

贫、精准脱贫重大任务和历史机遇,结合自身实际,探索创新的

贫困家庭重度残疾人集中托养模式,有效破解了重残脱贫难题,

不仅啃下了脱贫攻坚的 “硬骨头”,而且还具有可复制性、可推

广性和财政可承受性,为解决全国特殊贫困群体社会兜底保障脱

贫提供了有益借鉴,纳入了国家治理体系.

二是改善贫困家庭重度残疾人生活条件,让特殊贫困群体生

活的更加有尊严,彰显了我国人权制度的优越性.习近平总书记

指出:“残疾人是一个特殊困难的群体,需要格外关心、格外关

注.让广大残疾人安居乐业、衣食无忧,过上幸福美好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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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我们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宗旨的重要体现,是我国社会主义

制度的必然要求”.贫困家庭重度残疾人基本生活不能自理,家

庭生活条件普遍较差,入住托养中心前,很多人不但身体每况愈

下,而且情绪低落、意志消沉,看不到未来和希望.入住托养中

心后,有厨师负责一日三餐,住双人间,房间有电视、空调和专

业病床,还有卫生室和康复训练室,提供定期体检和２４小时医

疗监护,各种设施都经过无障碍改造,解决了对重度肢体、智力

残疾人困扰已久的就医、养护问题,为重度残疾人提供了舒适的

环境和优质的服务,他们不仅身体状况有所好转,而且重新燃起

了对生活的希望.

三是解决重度残疾人家庭的后顾之忧,提升了残疾人及其家

庭的幸福指数,建立了巩固脱贫攻坚成果与实现共同富裕的长效

机制和有效模式.重度残疾人由于身患疾病需要进行长期治疗,

使家庭背上沉重的经济负担,同时由于生活不能自理需要陪护,

而使家人失去了外出就业增收机会,双重压力使他们依靠自身实

现脱贫成了奢望.集中托养后,在使贫困残疾人得到照顾的同

时,开发了护工等公益性岗位,按照一个护工照料两名重度残疾

人员的标准,优先聘用建档立卡贫困户劳动力,既解放了残疾贫

困家庭劳动力,又为贫困家庭劳动力提供了就业岗位,增加了家

庭收入.目前,全市重度残疾人托养中心为重度残疾人家庭提供

稳定增收岗位２０００多个,人均月增收２０００元以上,有效解决了

重度残疾人家庭成员 “后顾之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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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是争取社会各界对扶贫助残事业的广泛支持,营造了扶残

助残的良好氛围.托养中心运行以来,在政府、部门、企业、社

会组织共同努力下,爱心人士、志愿者、企业家、大学生等纷纷

前往集中托养中心给予慰问、捐赠,医疗、教育、工商联等社会

各界积极组织志愿服务活动,开展 “助残日关爱残疾人”指导残

疾人康复训练、为残疾人做心理疏导、环境清洁等丰富多样的文

明实践活动,让残疾人切实在助残志愿服务中受益,幸福感和获

得感不断提升,新闻媒体给予高度关注,得到社会各界广泛好评

和认可,形成了全社会理解、尊重、关心、帮助贫困残疾人的良

好风尚,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益.

(驻马店市人大社会建设委员会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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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全国人大社会建设委员会

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副主任、秘书长、办公厅主任

　发:省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办公厅一级巡视员、办公厅

副主任、办公厅研究室主任

省人大各专门委员会、省人大常委会各工作机构、办

事机构、机关各处室

各省辖市人大常委会、济源示范区人大工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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