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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刷之变（下）

1957~2012

本报记者 杜 笠

如果将报纸的诞生分为两个阶段，那

么记者的贡献在于冲在新闻采编第一线

的“印前阶段”，而报纸印刷则是决定了报

纸从思想到形式的物化转换环节。

6

月

20

日

24

时， 在万家灯火逐渐熄

灭之际，焦作日报社印务公司车间却是灯

火通明。 轰鸣的机器高速运转着，当班的

16

名印刷工人开始忙碌。

通过电脑接收组版员传递的数字稿

件是印刷前的首要工作。 记者在焦作日报

社印刷大楼二层的制版车间里看到，在昏

暗的灯光下，一名工作师正在电脑前接收

稿件。 “现在方便多了，我一个人就能搞定

所有的事，省时省力。 ”工作师告诉记者，

“报纸印刷前要经过发片、裁版、拼版、晒

版、冲洗、打孔等环节。 以前完成这些工

序，需要

3

个人，现在通过

CTP

制版机，一

个人就能准确地完成印前制版的所有工

序。 我们这里的两台

CTP

制版机是

2010

年购买的，价值

80

多万元，是河南省地市

报中第一家购买此类设备的单位。为了‘伺

候’这些大家伙，制版车间必须保持常温。”

制版师一边说一边操作着， 让记者亲眼见

识了一次《焦作日报》的制版过程。

凌晨

1

点

30

分， 记者来到印刷车间。

此时，

3

台蓝色的塔式四色双面彩色印刷

机准备就绪， 正等待着制好的版面上机印

刷。 印务公司副经理王明全告诉记者：“以

前，单彩卧式机是我们这里的主力武器，既

占地方，效率又低；如今，我们面前立着的

这

3

台塔式四色双面彩色印刷机使报纸印

刷既省时又快捷，印出的报纸不仅是双彩，

而且能够在一个小时内印出

2

万多份印刷

三张对开报纸。 ”

说话间，

3

台机器同时开始运转，工作

人员也全体上阵，一边翻看印出的报纸，一

边调整间距和色差。 “一开印，我们每个人

都闲不下来， 要不时地查看字体和图片的

颜色和段落间距的准确度。 由于设备越来

越先进， 现在工人们已经用不着亲手去收

报纸了，机器能做到一边印刷一边装订。 ”

王明全拿出一张刚刚诞生还带着温度的报

纸，给记者讲解印刷需要注意的事项。早晨

6

点

30

分， 在紧张和忙碌了一整夜后，当

天的报纸全部印了出来。

直接制版，提高生产效率和质量；双彩

印刷，推动大报发展，提高美观度。 制版车

间又新增添了

CTP

直接制版系统，制版的

速度和质量大大提高，节省了人力、物力，

使报纸的印刷实现了质的飞跃。

《焦作日报》在

55

年的前进历程中，由

黑白报变彩报， 由手工印刷到塔式双面自

动彩印，这些深深的足迹，都印证着这样一

个道理：没有变革就没有升华，变革和升华

都需要一种众志成城的精神。

大事记⑧

夜半时分印刷忙

———体验焦作日报印刷流程

2009

年

1

月

1

日，大河焦作网、焦作新

闻网、 中国云台网整合为焦作网， 投入试运

行。

2009

年

1

月

22

日， 焦作网正式开通运

行。

2009

年

2

月，本报在全市中心城区各社

区安装

120

个党报阅报栏， 实现了党报进社

区。

2009

年

5

月

9

日 ，《焦作日报·警务周

刊》创刊。

2009

年

8

月

21

日， 报社举行第一批首

席记者定向带徒拜师仪式。 报社

6

名从新闻

工作一线退下来的首席记者与社内首批

11

名年轻记者签订了师徒协议。

1.

拼版

2.

发版

3.

上版

4.

印刷

5.

分拣

【焦作日报印刷流程】

（上半版照片均由本报记者王正义摄）

本报记者 麻 酩

“回想起年轻时的‘送版路’，既充实又有趣，这

段经历使我懂得了什么叫苦尽甘来， 什么是生活的

真实。 ”在《焦作日报》创刊

55

周年之际，记者走近年

轻的老报人刘清春， 听他讲述青涩年代送版样的故

事。

1983

年，《焦作日报》复刊，正是那一年，刘清春

来到了焦作日报社工作。还没度过

18

岁生日的刘清

春在报社绝对是个青涩的小伙子， 是焦作日报社最

年轻的通讯员。 “我的工作很烦琐，除了每天为领导

当‘勤务兵’，给市委、市政府送报纸之外，最重要的

工作就是在采编部门和印刷厂之间奔波着送报纸版

样。 ”刘清春回忆道。

复刊之初，焦作日报社还没有独立的印刷厂。因

此， 稿件采写编辑后需要送到几公里外的焦作市印

刷厂付刷， 而这个跑腿活儿就是刘清春的。 刘清春

说，每晚从

8

点开始，他必须骑着自行车将编辑陆续

画出来的版样送往印刷厂。然后，在印刷厂等待报样

后，再骑车送回报社让值班领导签字，最后再送回印

刷厂正式付刷。由于编辑们画版的时间不一致，刘清

春只能分批送版样，每晚跑个十来趟是家常便饭。

“说实话，与如今报社优良的办公条件相比，那

时候工作很累。但我那时年轻，眼睛睁不开的时候就

在印刷厂小睡一会儿。”刘清春惬意地回忆着送版往

事。

记得某年冬天的一天晚上，大雪纷飞，道路上厚

厚的冰层如镜面似的光滑。凌晨

2

点多，全身已经冻

透的刘清春还有最后一个版样要送。 他刚走出报社

大门，稍没留意就被脚下的冰面狠狠地摔倒了。本已

破旧不堪的自行车摔坏了，没有修车工具，刘清春用

冻得僵硬的双手在灰暗的路灯下修理却无法把车子

修好。 “这样下去，会耽误印刷时间，干脆，推着车子

跑！ ”在冰面上小跑可不是件容易的事，原本

20

分钟

的路程，刘清春踉跄地跑了一个多小时。当他满头大

汗地将版样送到印刷厂时， 时针已经指向了凌晨

3

点。

刘清春说：“送版路上很辛苦， 但当清晨看到一

份份报纸送到读者手中的时候，又感觉到很满足。 ”

送版往事

解放区民主街道焦作街社区的冯华林，患

有先天性佝偻病，于

2006

年突发脑梗塞，落下

后遗症，行动极为不便，为此她向朋友借了一辆

自焊的小推车在家里锻炼走路。 今年上半年，通

过申请，她收到了市残联为其发放的轮椅，极大

地方便了她的出行。

像冯华林一样，今年年初以来，有许多行动

不便的残疾人都通过申请收到了来自市残联的

这一礼物。 这只是市残联今年通过开展“爱心助

残公益年” 活动为广大残疾人朋友带来的福音

之一。

扶残助残：

残疾人工作的重要责任

为进一步改善残疾人状况， 提高残疾人生

活质量，缩小残疾人与健全人之间的差距，着力

解决残疾人最关心、 最直接、 最现实的利益问

题，使广大残疾人得到更多的实惠，今年，市残

联以“爱心助残公益年”活动为载体，大力实施

扶残助残活动，计划投入

1400

万元，深入开展

助行、助听、助视等七大项爱心助残活动，切实

改善

5

万名残疾人的生活状况。

今年上半年，此项工作已累计投入

1099.02

万元，惠及

107380

名残疾人。 其中，开展曙光行

动“爱心助行”活动，发放两批次轮椅，共计

1725

辆，投入

95

万元。 开展“爱心助视”活动，已经免

费做白内障手术

1197

例，投入

119.7

万元；开展

低视力配助视器

69

人，投入

6.9

万元；开展盲人

定向行走训练

236

人，投入

16.52

万元。 合计投

入

143.12

万元，惠及

1502

人。 开展“爱心助听”

活动，投入

9.8

万元，为

2000

名盲人发放了收音

机；投入

16.5

万元，为

400

名听力残疾人配戴了

助听器；投入

1.2

万元，为

75

名聋儿进行听力训

练；为

363

名成年人进行听力康复训练。 合计投

入

27.5

万元，惠及

2838

残疾人。 开展“爱心救

助”活动，投入

11

万元，购入康复器材，建设康

复站室；投入

10

万元，开展

10

名脑瘫儿童康复

训练；投入

15

万元，开展

15

名智障儿童康复训

练；投入

20

万元，开展

20

名听力残疾儿童康复

训练；投入

22.4

万元，开展

16

名人工耳蜗项目

儿童进行康复训练；投入

1

万元，为

96

名肢体

残疾人提供社区康复服务； 投入

0.75

万元，为

50

名智障儿童开展社区康复训练；投入

44.3

万

元 ， 为残疾人发放辅助器具

2953

件 ； 投入

177.84

万元，救助贫困残疾人

8815

人次 ；投入

21.35

万元，为

427

名残疾人提供托养服务。 合

计投入

323.64

万元，惠及

12402

名残疾人。 开展

“爱心帮扶”活动，投入

343.5

万元，为

3435

名残

疾人提供了职业技能培训 ； 安置残疾人就业

2343

人；投入

50

万元，扶持

130

名残疾人自主

创业；投入

15.02

万元，惠及

100

户残疾人家庭，

惠及人数

3105

人；投入

92.5

万元，为

1283

名残

疾人专职委员发放误工补贴； 投入

7.6

万元，为

78500

名残疾人提供支援助残服务。 合计投入

508.62

万元，惠及

88796

名残疾人。 开展“爱心

圆梦行动”，已投入

1.14

万元，资助

117

名贫困

残疾学生。

今年

2

月

29

日上午 ， 焦作市 “曙光行

动———轮椅助行工程”免费捐赠

3000

辆轮椅启

动仪式暨首批助行工程美国轮椅基金会、 中国

基督教两会

1100

辆轮椅捐赠仪式在市会展中

心广场举行。此次仪式的举行，拉开了全市

2012

年扶残助残公益活动的帷幕。

在今年

5

月

20

日第二十二次 “全国助残

日”活动中，市残联紧紧围绕“加强残疾人文化

服务，保障残疾人文化权益”这个活动主题，以

为残疾人办实事、办好事、解难题为出发点和落

脚点，制订印发了《焦作市第二十二次“全国助

残日 ”活动方案 》，并认真组织实施 ，进一步把

“爱心助残公益年”活动引向了深入。

创建活动：

搭建平台 解决残疾人的康复难题

开展创建省“下肢缺肢者无障碍市”活动是

我市开展“爱心助残公益年”活动的一项重要内

容 ，为此 ，我市各级残联通过 “长江新里程 ”项

目， 共为贫困下肢缺肢者免费装配普及型假肢

449

例， 及时解决了这一群体的康复难问题，为

提高他们的生活质量、 积极参与社会生活和生

产劳动创造了条件。 为帮助新发生的贫困下肢

缺肢者补偿其丧失的功能，将《焦作市人民政府

关于推进残疾人社会保障体系和服务体系建设

的实施意见》落到实处，市残联下发《关于创建

河南省“下肢缺肢者无障碍市”的通知》，对全市

的创建活动进行了部署。

今年，市残联将借助“长江新里程”项目，对

全市所有贫困下肢缺肢且适宜安装普及型假肢

者，实施免费安装普及型假肢活动，年底前实现

创建河南省“下肢缺肢者无障碍市”工作目标，

并形成“发现一例，免费安装一例”的工作长效

机制。 假肢装配所需经费由市县两级财政按照

五五分摊原则给予补贴， 大腿假肢装配和小腿

假肢装配，市县两级分别按照每例

500

元和

150

元的标准给予补贴。

为把这项受残疾人及亲属欢迎、 社会各界

广泛好评的好事、 实事办好， 确保创建目标的

顺利完成 ， 市残联成立了由残联理事长任组

长 ， 分管理事长任副组长 ， 康复部 、 康教中

心负责人及专业技术人员为成员的市假肢装

配工作领导小组 ， 并要求各县市区也要及时

成立相应的组织领导机构 ， 明确专人负责 ，

从上到下形成强大的工作合力 ， 使具有焦作

市常住户口的所有贫困下肢缺肢者和由于各

种原因导致假肢损坏不能继续使用需重新装

配的贫困下肢缺肢者， 都能及时免费装配上适

合自己的假肢。

目前 ，下肢缺肢者的筛查 、鉴定 、登记 、取

型、装配、行走训练、维护等工作已在全市全面

铺开。 截至

6

月底，已普查下肢有安装需求的人

数为

281

名，近期将进行筛查，对符合条件的贫

困下肢残疾人进行取模、安装假肢。

康复与就业

:

改善残疾人生存状况的根本途径

康复是广大残疾人最直接、最迫切、最现实

的需求，市残联紧紧抓住这项工作不放，积极开

拓，大胆创新，坚持项目带动、整体推进的工作

方式，形成了政府主导、部门协作、社会参与、家

庭依托的康复工作架构， 各项康复服务深入扎

实，成效显著。

为此，我市继续完善市、县残疾人康教中心

功能，不断满足残疾人的康复训练需求，通过积

极争取康复项目资金， 按照以项目促机构建设

的要求，拓展市、县康复中心服务项目，在现有

聋儿语训工作基础上，逐步开展智障、肢体（脑

瘫）、 孤独症等

0

至

6

岁残疾儿童康复救助项

目， 鼓励各县市区康复中心发挥优势、 因地制

宜，拓展康复服务项目，实现差异化发展，形成

具有焦作特色的区域化康复服务特色。 市残联

对现有康复中心实施改造，改善服务环境，完善

服务功能， 完成建设新康教中心大楼的前期工

作， 积极做好市残疾人康复和托养设施建设项

目的申报工作， 力争我市残疾人康复和托养设

施建设项目得到

2012

年度中央项目资金的支

持。

大力推进残疾人培训就业工作一直以来都

是市政府的一项重要工作。 今年，我市根据社会

需求和企业要求，投资

280

万元，定向培训

4000

名残疾人，按照以培训促就业的指导原则，积极

开展残疾人就业培训调研， 加强城乡残疾人培

训需求登记和调查，根据残疾人培训需求，寻找

更多适合残疾人就业的培训项目， 力求所有就

业年龄段有职业技能培训需求的残疾人都能得

到培训，力争实现就业

2200

人。

（下半版图片均由本报记者张冬摄）

履大爱之责 践大德之行

———市残疾人联合会开展“爱心助残公益年”活动综述

本报记者 张 冬

解放区民主街道焦作街社区的冯华林，患

有先天性佝偻病，于

2006

年突发脑梗塞，落下

后遗症，行动极为不便，为此她向朋友借了一辆

自焊的小推车在家里锻炼走路。 今年上半年，通

过申请，她收到了市残联为其发放的轮椅，极大

地方便了她的出行。

像冯华林一样，今年年初以来，有许多行动

不便的残疾人都通过申请收到了来自市残联的

这一礼物。 这只是市残联今年通过开展“爱心助

残公益年” 活动为广大残疾人朋友带来的福音

之一。

扶残助残：

残疾人工作的重要责任

为进一步改善残疾人状况， 提高残疾人生

活质量，缩小残疾人与健全人之间的差距，着力

解决残疾人最关心、 最直接、 最现实的利益问

题，使广大残疾人得到更多的实惠，今年，市残

联以“爱心助残公益年”活动为载体，大力实施

扶残助残活动，计划投入

1400

万元，深入开展

助行、助听、助视等七大项爱心助残活动，切实

改善

5

万名残疾人的生活状况。

今年上半年，此项工作已累计投入

1099.02

万元，惠及

107380

名残疾人。 其中，开展曙光行

动“爱心助行”活动，发放两批次轮椅，共计

1725

辆，投入

95

万元。 开展“爱心助视”活动，已经免

费做白内障手术

1197

例，投入

119.7

万元；开展

低视力配助视器

69

人，投入

6.9

万元；开展盲人

定向行走训练

236

人，投入

16.52

万元。 合计投

入

143.12

万元，惠及

1502

人。 开展“爱心助听”

活动，投入

9.8

万元，为

2000

名盲人发放了收音

机；投入

16.5

万元，为

400

名听力残疾人配戴了

助听器；投入

1.2

万元，为

75

名聋儿进行听力训

练；为

363

名成年人进行听力康复训练。 合计投

入

27.5

万元，惠及

2838

残疾人。 开展“爱心救

助”活动，投入

11

万元，购入康复器材，建设康

复站室；投入

10

万元，开展

10

名脑瘫儿童康复

训练；投入

15

万元，开展

15

名智障儿童康复训

练；投入

20

万元，开展

20

名听力残疾儿童康复

训练；投入

22.4

万元，开展

16

名人工耳蜗项目

儿童进行康复训练；投入

1

万元，为

96

名肢体

残疾人提供社区康复服务； 投入

0.75

万元，为

50

名智障儿童开展社区康复训练；投入

44.3

万

元 ， 为残疾人发放辅助器具

2953

件 ； 投入

177.84

万元，救助贫困残疾人

8815

人次 ；投入

21.35

万元，为

427

名残疾人提供托养服务。 合

计投入

323.64

万元，惠及

12402

名残疾人。 开展

“爱心帮扶”活动，投入

343.5

万元，为

3435

名残

疾人提供了职业技能培训 ； 安置残疾人就业

2343

人；投入

50

万元，扶持

130

名残疾人自主

创业；投入

15.02

万元，惠及

100

户残疾人家庭，

惠及人数

3105

人；投入

92.5

万元，为

1283

名残

疾人专职委员发放误工补贴； 投入

7.6

万元，为

78500

名残疾人提供支援助残服务。 合计投入

508.62

万元，惠及

88796

名残疾人。 开展“爱心

圆梦行动”，已投入

1.14

万元，资助

117

名贫困

残疾学生。

今年

2

月

29

日上午 ， 焦作市 “曙光行

动———轮椅助行工程”免费捐赠

3000

辆轮椅启

动仪式暨首批助行工程美国轮椅基金会、 中国

基督教两会

1100

辆轮椅捐赠仪式在市会展中

心广场举行。此次仪式的举行，拉开了全市

2012

年扶残助残公益活动的帷幕。

在今年

5

月

20

日第二十二次 “全国助残

日”活动中，市残联紧紧围绕“加强残疾人文化

服务，保障残疾人文化权益”这个活动主题，以

为残疾人办实事、办好事、解难题为出发点和落

脚点，制订印发了《焦作市第二十二次“全国助

残日 ”活动方案 》，并认真组织实施 ，进一步把

“爱心助残公益年”活动引向了深入。

创建活动：

搭建平台 解决残疾人的康复难题

开展创建省“下肢缺肢者无障碍市”活动是

我市开展“爱心助残公益年”活动的一项重要内

容 ，为此 ，我市各级残联通过 “长江新里程 ”项

目， 共为贫困下肢缺肢者免费装配普及型假肢

449

例， 及时解决了这一群体的康复难问题，为

提高他们的生活质量、 积极参与社会生活和生

产劳动创造了条件。 为帮助新发生的贫困下肢

缺肢者补偿其丧失的功能，将《焦作市人民政府

关于推进残疾人社会保障体系和服务体系建设

的实施意见》落到实处，市残联下发《关于创建

河南省“下肢缺肢者无障碍市”的通知》，对全市

的创建活动进行了部署。

今年，市残联将借助“长江新里程”项目，对

全市所有贫困下肢缺肢且适宜安装普及型假肢

者，实施免费安装普及型假肢活动，年底前实现

创建河南省“下肢缺肢者无障碍市”工作目标，

并形成“发现一例，免费安装一例”的工作长效

机制。 假肢装配所需经费由市县两级财政按照

五五分摊原则给予补贴， 大腿假肢装配和小腿

假肢装配，市县两级分别按照每例

500

元和

150

元的标准给予补贴。

为把这项受残疾人及亲属欢迎、 社会各界

广泛好评的好事、 实事办好， 确保创建目标的

顺利完成 ， 市残联成立了由残联理事长任组

长 ， 分管理事长任副组长 ， 康复部 、 康教中

心负责人及专业技术人员为成员的市假肢装

配工作领导小组 ， 并要求各县市区也要及时

成立相应的组织领导机构 ， 明确专人负责 ，

从上到下形成强大的工作合力 ， 使具有焦作

市常住户口的所有贫困下肢缺肢者和由于各

种原因导致假肢损坏不能继续使用需重新装

配的贫困下肢缺肢者， 都能及时免费装配上适

合自己的假肢。

目前 ，下肢缺肢者的筛查 、鉴定 、登记 、取

型、装配、行走训练、维护等工作已在全市全面

铺开。 截至

6

月底，已普查下肢有安装需求的人

数为

281

名，近期将进行筛查，对符合条件的贫

困下肢残疾人进行取模、安装假肢。

康复与就业

:

改善残疾人生存状况的根本途径

康复是广大残疾人最直接、最迫切、最现实

的需求，市残联紧紧抓住这项工作不放，积极开

拓，大胆创新，坚持项目带动、整体推进的工作

方式，形成了政府主导、部门协作、社会参与、家

庭依托的康复工作架构， 各项康复服务深入扎

实，成效显著。

为此，我市继续完善市、县残疾人康教中心

功能，不断满足残疾人的康复训练需求，通过积

极争取康复项目资金， 按照以项目促机构建设

的要求，拓展市、县康复中心服务项目，在现有

聋儿语训工作基础上，逐步开展智障、肢体（脑

瘫）、 孤独症等

0

至

6

岁残疾儿童康复救助项

目， 鼓励各县市区康复中心发挥优势、 因地制

宜，拓展康复服务项目，实现差异化发展，形成

具有焦作特色的区域化康复服务特色。 市残联

对现有康复中心实施改造，改善服务环境，完善

服务功能， 完成建设新康教中心大楼的前期工

作， 积极做好市残疾人康复和托养设施建设项

目的申报工作， 力争我市残疾人康复和托养设

施建设项目得到

2012

年度中央项目资金的支

持。

大力推进残疾人培训就业工作一直以来都

是市政府的一项重要工作。 今年，我市根据社会

需求和企业要求，投资

280

万元，定向培训

4000

名残疾人，按照以培训促就业的指导原则，积极

开展残疾人就业培训调研， 加强城乡残疾人培

训需求登记和调查，根据残疾人培训需求，寻找

更多适合残疾人就业的培训项目， 力求所有就

业年龄段有职业技能培训需求的残疾人都能得

到培训，力争实现就业

2200

人。

（下半版图片均由本报记者张冬摄）

解放区民主街道焦作街社区的冯华林，患

有先天性佝偻病，于

2006

年突发脑梗塞，落下

后遗症，行动极为不便，为此她向朋友借了一辆

自焊的小推车在家里锻炼走路。 今年上半年，通

过申请，她收到了市残联为其发放的轮椅，极大

地方便了她的出行。

像冯华林一样，今年年初以来，有许多行动

不便的残疾人都通过申请收到了来自市残联的

这一礼物。 这只是市残联今年通过开展“爱心助

残公益年” 活动为广大残疾人朋友带来的福音

之一。

扶残助残：

残疾人工作的重要责任

为进一步改善残疾人状况， 提高残疾人生

活质量，缩小残疾人与健全人之间的差距，着力

解决残疾人最关心、 最直接、 最现实的利益问

题，使广大残疾人得到更多的实惠，今年，市残

联以“爱心助残公益年”活动为载体，大力实施

扶残助残活动，计划投入

1400

万元，深入开展

助行、助听、助视等七大项爱心助残活动，切实

改善

5

万名残疾人的生活状况。

今年上半年，此项工作已累计投入

1099.02

万元，惠及

107380

名残疾人。 其中，开展曙光行

动“爱心助行”活动，发放两批次轮椅，共计

1725

辆，投入

95

万元。 开展“爱心助视”活动，已经免

费做白内障手术

1197

例，投入

119.7

万元；开展

低视力配助视器

69

人，投入

6.9

万元；开展盲人

定向行走训练

236

人，投入

16.52

万元。 合计投

入

143.12

万元，惠及

1502

人。 开展“爱心助听”

活动，投入

9.8

万元，为

2000

名盲人发放了收音

机；投入

16.5

万元，为

400

名听力残疾人配戴了

助听器；投入

1.2

万元，为

75

名聋儿进行听力训

练；为

363

名成年人进行听力康复训练。 合计投

入

27.5

万元，惠及

2838

残疾人。 开展“爱心救

助”活动，投入

11

万元，购入康复器材，建设康

复站室；投入

10

万元，开展

10

名脑瘫儿童康复

训练；投入

15

万元，开展

15

名智障儿童康复训

练；投入

20

万元，开展

20

名听力残疾儿童康复

训练；投入

22.4

万元，开展

16

名人工耳蜗项目

儿童进行康复训练；投入

1

万元，为

96

名肢体

残疾人提供社区康复服务； 投入

0.75

万元，为

50

名智障儿童开展社区康复训练；投入

44.3

万

元 ， 为残疾人发放辅助器具

2953

件 ； 投入

177.84

万元，救助贫困残疾人

8815

人次 ；投入

21.35

万元，为

427

名残疾人提供托养服务。 合

计投入

323.64

万元，惠及

12402

名残疾人。 开展

“爱心帮扶”活动，投入

343.5

万元，为

3435

名残

疾人提供了职业技能培训 ； 安置残疾人就业

2343

人；投入

50

万元，扶持

130

名残疾人自主

创业；投入

15.02

万元，惠及

100

户残疾人家庭，

惠及人数

3105

人；投入

92.5

万元，为

1283

名残

疾人专职委员发放误工补贴； 投入

7.6

万元，为

78500

名残疾人提供支援助残服务。 合计投入

508.62

万元，惠及

88796

名残疾人。 开展“爱心

圆梦行动”，已投入

1.14

万元，资助

117

名贫困

残疾学生。

今年

2

月

29

日上午 ， 焦作市 “曙光行

动———轮椅助行工程”免费捐赠

3000

辆轮椅启

动仪式暨首批助行工程美国轮椅基金会、 中国

基督教两会

1100

辆轮椅捐赠仪式在市会展中

心广场举行。此次仪式的举行，拉开了全市

2012

年扶残助残公益活动的帷幕。

在今年

5

月

20

日第二十二次 “全国助残

日”活动中，市残联紧紧围绕“加强残疾人文化

服务，保障残疾人文化权益”这个活动主题，以

为残疾人办实事、办好事、解难题为出发点和落

脚点，制订印发了《焦作市第二十二次“全国助

残日 ”活动方案 》，并认真组织实施 ，进一步把

“爱心助残公益年”活动引向了深入。

创建活动：

搭建平台 解决残疾人的康复难题

开展创建省“下肢缺肢者无障碍市”活动是

我市开展“爱心助残公益年”活动的一项重要内

容 ，为此 ，我市各级残联通过 “长江新里程 ”项

目， 共为贫困下肢缺肢者免费装配普及型假肢

449

例， 及时解决了这一群体的康复难问题，为

提高他们的生活质量、 积极参与社会生活和生

产劳动创造了条件。 为帮助新发生的贫困下肢

缺肢者补偿其丧失的功能，将《焦作市人民政府

关于推进残疾人社会保障体系和服务体系建设

的实施意见》落到实处，市残联下发《关于创建

河南省“下肢缺肢者无障碍市”的通知》，对全市

的创建活动进行了部署。

今年，市残联将借助“长江新里程”项目，对

全市所有贫困下肢缺肢且适宜安装普及型假肢

者，实施免费安装普及型假肢活动，年底前实现

创建河南省“下肢缺肢者无障碍市”工作目标，

并形成“发现一例，免费安装一例”的工作长效

机制。 假肢装配所需经费由市县两级财政按照

五五分摊原则给予补贴， 大腿假肢装配和小腿

假肢装配，市县两级分别按照每例

500

元和

150

元的标准给予补贴。

为把这项受残疾人及亲属欢迎、 社会各界

广泛好评的好事、 实事办好， 确保创建目标的

顺利完成 ， 市残联成立了由残联理事长任组

长 ， 分管理事长任副组长 ， 康复部 、 康教中

心负责人及专业技术人员为成员的市假肢装

配工作领导小组 ， 并要求各县市区也要及时

成立相应的组织领导机构 ， 明确专人负责 ，

从上到下形成强大的工作合力 ， 使具有焦作

市常住户口的所有贫困下肢缺肢者和由于各

种原因导致假肢损坏不能继续使用需重新装

配的贫困下肢缺肢者， 都能及时免费装配上适

合自己的假肢。

目前 ，下肢缺肢者的筛查 、鉴定 、登记 、取

型、装配、行走训练、维护等工作已在全市全面

铺开。 截至

6

月底，已普查下肢有安装需求的人

数为

281

名，近期将进行筛查，对符合条件的贫

困下肢残疾人进行取模、安装假肢。

康复与就业

:

改善残疾人生存状况的根本途径

康复是广大残疾人最直接、最迫切、最现实

的需求，市残联紧紧抓住这项工作不放，积极开

拓，大胆创新，坚持项目带动、整体推进的工作

方式，形成了政府主导、部门协作、社会参与、家

庭依托的康复工作架构， 各项康复服务深入扎

实，成效显著。

为此，我市继续完善市、县残疾人康教中心

功能，不断满足残疾人的康复训练需求，通过积

极争取康复项目资金， 按照以项目促机构建设

的要求，拓展市、县康复中心服务项目，在现有

聋儿语训工作基础上，逐步开展智障、肢体（脑

瘫）、 孤独症等

0

至

6

岁残疾儿童康复救助项

目， 鼓励各县市区康复中心发挥优势、 因地制

宜，拓展康复服务项目，实现差异化发展，形成

具有焦作特色的区域化康复服务特色。 市残联

对现有康复中心实施改造，改善服务环境，完善

服务功能， 完成建设新康教中心大楼的前期工

作， 积极做好市残疾人康复和托养设施建设项

目的申报工作， 力争我市残疾人康复和托养设

施建设项目得到

2012

年度中央项目资金的支

持。

大力推进残疾人培训就业工作一直以来都

是市政府的一项重要工作。 今年，我市根据社会

需求和企业要求，投资

280

万元，定向培训

4000

名残疾人，按照以培训促就业的指导原则，积极

开展残疾人就业培训调研， 加强城乡残疾人培

训需求登记和调查，根据残疾人培训需求，寻找

更多适合残疾人就业的培训项目， 力求所有就

业年龄段有职业技能培训需求的残疾人都能得

到培训，力争实现就业

2200

人。

（下半版图片均由本报记者张冬摄）

解放区民主街道焦作街社区的冯华林，患

有先天性佝偻病，于

2006

年突发脑梗塞，落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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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便了她的出行。

像冯华林一样，今年年初以来，有许多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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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礼物。 这只是市残联今年通过开展“爱心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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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一。

扶残助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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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进一步改善残疾人状况， 提高残疾人生

活质量，缩小残疾人与健全人之间的差距，着力

解决残疾人最关心、 最直接、 最现实的利益问

题，使广大残疾人得到更多的实惠，今年，市残

联以“爱心助残公益年”活动为载体，大力实施

扶残助残活动，计划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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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元，深入开展

助行、助听、助视等七大项爱心助残活动，切实

改善

5

万名残疾人的生活状况。

今年上半年，此项工作已累计投入

1099.02

万元，惠及

107380

名残疾人。 其中，开展曙光行

动“爱心助行”活动，发放两批次轮椅，共计

1725

辆，投入

95

万元。 开展“爱心助视”活动，已经免

费做白内障手术

1197

例，投入

119.7

万元；开展

低视力配助视器

69

人，投入

6.9

万元；开展盲人

定向行走训练

236

人，投入

16.52

万元。 合计投

入

143.12

万元，惠及

1502

人。 开展“爱心助听”

活动，投入

9.8

万元，为

2000

名盲人发放了收音

机；投入

16.5

万元，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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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听力残疾人配戴了

助听器；投入

1.2

万元，为

75

名聋儿进行听力训

练；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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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5

万元，惠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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残疾人。 开展“爱心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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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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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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训练；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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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元，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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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人工耳蜗项目

儿童进行康复训练；投入

1

万元，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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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肢体

残疾人提供社区康复服务； 投入

0.75

万元，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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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智障儿童开展社区康复训练；投入

44.3

万

元 ， 为残疾人发放辅助器具

2953

件 ； 投入

177.84

万元，救助贫困残疾人

8815

人次 ；投入

21.35

万元，为

427

名残疾人提供托养服务。 合

计投入

323.64

万元，惠及

12402

名残疾人。 开展

“爱心帮扶”活动，投入

343.5

万元，为

3435

名残

疾人提供了职业技能培训 ； 安置残疾人就业

2343

人；投入

50

万元，扶持

130

名残疾人自主

创业；投入

15.02

万元，惠及

100

户残疾人家庭，

惠及人数

3105

人；投入

92.5

万元，为

1283

名残

疾人专职委员发放误工补贴； 投入

7.6

万元，为

78500

名残疾人提供支援助残服务。 合计投入

508.62

万元，惠及

88796

名残疾人。 开展“爱心

圆梦行动”，已投入

1.14

万元，资助

117

名贫困

残疾学生。

今年

2

月

29

日上午 ， 焦作市 “曙光行

动———轮椅助行工程”免费捐赠

3000

辆轮椅启

动仪式暨首批助行工程美国轮椅基金会、 中国

基督教两会

1100

辆轮椅捐赠仪式在市会展中

心广场举行。此次仪式的举行，拉开了全市

2012

年扶残助残公益活动的帷幕。

在今年

5

月

20

日第二十二次 “全国助残

日”活动中，市残联紧紧围绕“加强残疾人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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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心助残公益年”活动引向了深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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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创建省“下肢缺肢者无障碍市”活动是

我市开展“爱心助残公益年”活动的一项重要内

容 ，为此 ，我市各级残联通过 “长江新里程 ”项

目， 共为贫困下肢缺肢者免费装配普及型假肢

4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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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肢装配，市县两级分别按照每例

500

元和

150

元的标准给予补贴。

为把这项受残疾人及亲属欢迎、 社会各界

广泛好评的好事、 实事办好， 确保创建目标的

顺利完成 ， 市残联成立了由残联理事长任组

长 ， 分管理事长任副组长 ， 康复部 、 康教中

心负责人及专业技术人员为成员的市假肢装

配工作领导小组 ， 并要求各县市区也要及时

成立相应的组织领导机构 ， 明确专人负责 ，

从上到下形成强大的工作合力 ， 使具有焦作

市常住户口的所有贫困下肢缺肢者和由于各

种原因导致假肢损坏不能继续使用需重新装

配的贫困下肢缺肢者， 都能及时免费装配上适

合自己的假肢。

目前 ，下肢缺肢者的筛查 、鉴定 、登记 、取

型、装配、行走训练、维护等工作已在全市全面

铺开。 截至

6

月底，已普查下肢有安装需求的人

数为

281

名，近期将进行筛查，对符合条件的贫

困下肢残疾人进行取模、安装假肢。

康复与就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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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建设项目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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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残疾人，按照以培训促就业的指导原则，积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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训需求登记和调查，根据残疾人培训需求，寻找

更多适合残疾人就业的培训项目， 力求所有就

业年龄段有职业技能培训需求的残疾人都能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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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半版图片均由本报记者张冬摄）

免费捐赠轮椅仪式现场

省市领导为残疾人发放轮椅

美国轮椅基金会顾问比尔先生与残疾人亲切交谈

市残联理事长杨延中为残疾人调试助听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