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冶习近平指出，残疾人是推进

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力量，也是

需要格外关心、格外关注的特殊

困难群体。新征程上，要坚持以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为指导，进一步完善残疾人社会

保障制度和关爱服务体系，切实

保障残疾人平等权益，促进残疾

人事业全面发展。

完善残疾人社会保障制度

和关爱服务体系，需要关心支持

残疾人事业的各类社会力量的

共同努力。新时代新征程上，如

何才能凝聚各方力量通过多元

协同构建助残公益生态？助残公

益如何在促进残疾人事业高质

量发展上体现新担当？

近日，在由中国残疾人福利

基金会主办的第二届集善助残

公益论坛上，来自残联系统、社

会组织、企业、高校、媒体等领域

的专家，以“融合·创新·共

享———探索助残公益生态新动

能”为主题进行了分享交流。

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理事

长赵素京表示，“融合是助残公益

生态构建的核心要素；创新是推

动助残公益事业不断前行的关键

动力；共享是助残公益事业的最

终目标。最终要形成政府、市场、

社会、残疾人主体多元协同的助

残公益可持续发展生态。”

新时代新征程新要求

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指出，

从现在起党的中心任务是团结

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

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

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

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残疾人事业是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我

国有 8500万残疾人，以中国式
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残疾人一个都不能少。

“一方面要以中国式现代化

来指导推动残疾人事业高质量

发展；另一方面是要促进残疾人

全面发展和共同富裕，以推进和

服务中国式现代化。”北京大学

人口研究所所长陈功表示。

残疾人事业高质量发展意

义重大，但目前还面临着很多挑

战。陈功表示，一是残疾人口规

模巨大，“特别要注意的是残疾

老龄化和老龄残疾化交织是未

来十到十五年我们面临的一个

关键性问题。”

二是残疾人返贫致贫风险

高，社会保障需完善。相当数量

的低收入残疾人家庭生活仍较

为困难，残疾人家庭人均收入与

社会平均水平相比存在差距。

三是残疾人服务需求旺盛，

服务水平差异大。残疾人就学就

医、康复照护、无障碍等多样化

需求还没有得到满足。残疾人公

共服务总量不足、分布不均衡。

欠发达地区、农村和基层为残疾

人服务的能力尤其薄弱。

四是残疾人共建共治共享

能力不足。歧视残疾人、侵害残

疾人权益的现象时有发生。残疾

人社会参与能力不足。无障碍设

施建设仍需加速。亟需推进更加

积极的残疾人就业政策。

残疾人事业的现代化，离不

开助残公益高质量发展。一系列

挑战的存在，导致助残公益需求

日趋旺盛，也给助残公益提出了

新的要求。

从提供服务到生态建设

助残社会组织是助残公益

的重要主体。国务院副总理丁薛

祥在中国残联第八次全国代表

大会上明确指出，“要凝聚各方

力量，培育助残社会组织，发展

残疾人公益慈善事业，广泛开展

志愿助残服务”。面对新时代新

要求，助残社会组织是否能够回

应推动残疾人事业高质量发展

的需求？

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委

托南开大学残疾人事业发展研

究中心特聘研究员、浙江大学教

授朱健刚发布的《从提供服务到

生态建设———助残社会组织发

展状况调研报告》显示，政府、慈

善和商业等跨界力量的互相交

织导致我国助残社会组织的发

展脉络和分类体系极其复杂，助

残社会组织、残疾人组织、残疾

人服务机构既自成体系，又彼此

交融，由此塑造出多重样态的残

障公益生态。

报告显示，助残社会组织成

为推动我国残疾人公共服务体

系建设的重要力量。一是以慈善

救助保障残疾人基本生活；二是

以法制建设维护残疾人合法权

益；三是以就业增收促进残疾人

融入社会；四是以赋能发展提升

残疾人可行能力。

与此同时，报告也显示，助

残社会组织的发展也面临着巨

大的挑战。一是我国社会组织从

“数量为重”到“质量为先”的转

型发展，对助残社会组织法人治

理结构建设提出更高要求。二是

我国残疾人公共服务需求从“有

没有”到“好不好”的深刻转变，

对助残社会组织公益服务技术

的升级创新提出了迫切要求。三

是内外部环境的复杂多变，对残

疾人福利基金会的多元化资源

筹集能力带较大冲击。四是我国

残障公益发展主线从提供服务

到生态建设的转变，对专业人才

队伍建设提出了更高要求。

“面对上述挑战，我国助残

社会组织在夯实专业化服务水

平的同时，也应当更加重视残障

公益生态建设。构建由政府部

门、残联、助残社会组织、企事业

单位、科研机构、助残志愿者、残

疾人及其家属等多元主体共建

共治共享的残障公益共同体，成

为推动我国助残社会组织实现

高质量发展的必经之路。”朱健

刚强调。

科技赋能创造新未来

在政策鼓励和实践演进中，我

国助残公益生态逐步呈现“政府主

导+社会组织参与+科技企业赋
能+公众动员”四位一体格局。

陈功表示，科技助残是未来

发展的核心方向之一，表现为三

大趋势：一是辅具产品、福祉科

技产品从“工具型”走向“智能交

互型”。二是服务模式从“统一配

置”向“个性化适配”转变，提升

精准性与可持续性。三是数据驱

动服务决策，实现精准识别、匹

配服务资源。

“要紧紧抓住培育和发展新质

生产力的关键机遇，着力创新助残

公益服务的供给机制与模式，提升

残疾人生活品质和幸福指数。”中

国慈善联合会副会长、东润公益基

金会理事长孔东梅强调。

孔东梅表示，一方面要强化技

术赋能推广应用，应用人工智能、

大模型、具身智能等新技术，推动

产品创新、项目创新，提升服务残

疾人的精准性、有效性；另一方面，

在做好传统慈善救助的同时，兼顾

对残疾人朋友的人文关怀、精神关

爱、自我发展、技能提升等领域，提

升助残服务的综合性。

科技为助残公益带来了新

动能，更带来了新的发展机遇。

陈功认为，一是科技赋能助残：

智能化与数字化的深度应用；二

是社会力量协同：企业与社会组

织深度参与；三是就业创新路

径：公益创业与商业融合的可持

续模式；四是服务专业化路径：

志愿服务的制度化与精准化；五

是区域协同路径：资源共享与跨

域合作；六是无障碍环境建设：

无障碍设施与智能辅具适配。

这些新的发展机遇对助残

社会组织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扶老助残应该成为数字公益的

重要场地，展现数字技术的力

量。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等慈

善组织正在被时代赋予新的使

命，需要升华集善数字平台，集

百万、千万、亿万之善实现政社

深度融合。”北京师范大学中国

公益研究院理事长王振耀表示。

为了推动助残公益从单一

服务向生态化建设转型升级，论

坛上，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发

布了“集善助残公益生态共建行

动”倡议，并启动“集善助残公益

生态共建行动”。

“我们提出‘探索助残公益生

态新动能’就是以‘融合·创新·共

享’为内核，通过融合打破壁垒，让

政策、技术、资源在协同中迸发新

活力，同时创新突破瓶颈，让科技

赋能和服务模式的成果转化为残

疾人触手可及的幸福，通过共享凝

聚共识，让发展成果惠及每一位残

疾人兄弟姐妹。”赵素京强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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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赋能袁构建助残公益新生态 姻 本报记者 王勇

5月 16日，第七次全国自强模范暨助残先进表彰大会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

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作出重要指示。

第二届集善助残公益论坛

公益广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