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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在助残领域，“共建”意味着政府与社

会各方协同配合，合力推进残疾人事业发展。着力发展嵌入城乡社区内部的“残疾人之家”，是优化助残

社会组织建设，提高残疾人服务水平，促进助残服务便利化、精准化、均等化、多元化供给，改变助残服

务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现状的创新之举。2016年以来，省残联统一部署，无锡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无

锡市残联会同相关部门积极推进“残疾人之家”建设与标准化运行，构建服务网络，创新服务模式，完善

服务功能，打通助残服务的“最后一公里”。目前，无锡市已运行 153 个“残疾人之家”，实现街道（乡

镇）的全覆盖。全市“残疾人之家”日间照料残疾人 2000多名，累计帮助 1500多名残疾人实现了辅助性

就业，极大提升了残疾人的幸福感与获得感。无锡“残疾人之家”建设以“共建”为途径，以“协同”为

特色，以“共享”为目标，形成了“党建引领、政府推进、社区嵌入、专业驱动、市场参与”的“精品”

发展道路。

党建引领。无锡“残疾人之家”建设与运行坚持党建引领，积极打造“党建助残”特色。2019年无锡

市残联成立 12家党建助残基地，其中包括 7家“残疾人之家”。通过党建引领，将基层党建与基层助残工

作者的素质提升有机结合。强化基层助残工作者的思想政治素质与综合业务素质，提升“残疾人之家”等

基层助残组织的服务能力。以基层党组织为阵地，加强与外部党组织的联系，塑造以党员为骨干核心，社

会爱心人士共同参与的“基层党建+志愿助残”特色服务品牌。如无锡马山街道“残疾人之家”与 8个党支

部、2 个社会组织结队帮扶，打造“幸福和缘”党建助残品牌，将党建优势转化为组织与服务优势，通过

各类公益活动推动党员党性提升，助推“残疾人之家”的发展。

政府推进。无锡市将“残疾人之家”列入各级政府为民办实事项目，切实推进并保障“残疾人之家”

的规范化建设与运营。无锡市残联强化统筹协调、监督管理职能，及时解决“残疾人之家”建设中的突出

问题与困难，民政、卫生等其他部门各司其职，密切配合，共同推进“残疾人之家”的有序发展与良性运



营，充分发挥了政府在残疾人事业发展中的主导作用。2017年，无锡市政府出台《“残疾人之家”建设实

施意见》，明确了针对“残疾人之家”的“一次性建设补贴”“运行补贴”以及“残疾人基本公共服务补

贴”等资金保障机制。无锡市残联相继出台了《“残疾人之家”建设评估验收办法》和《“残疾人之家”

基本公共服务评估考核办法》等文件，以监督保障“残疾人之家”常态化运行。同时无锡市以“横向府际

合作”推动助残服务发展。如无锡市残联与无锡市卫健委开展“残疾人之家”与“心灵家园”合作共建，

以“残疾人之家”为依托，以完善的设施及专业的人员为保障，为精神残障者开展健康建档、定期随访、

公疗农疗等优质高效的社区康复服务。

社区嵌入。社区是给予残疾人支持的基石，在国外，针对身心障碍者的社区照护是给予残疾人支持的

重要形式。比如美国波士顿的“社区日间支持”项目，注重通过社区为心智障碍者提供发展性能力维持与

就业参与机会。社区可视为包含地理、文化、服务等多重要素的残疾人服务“场域”。无锡市“残疾人之

家”整合了街道、社区居委会、物业公司等社区服务资源。“残疾人之家”作为残疾人综合服务中心，嵌

入社区，依托社区，服务社区，将机构式服务融入社区，充分发挥了社区在残疾人支持中的基础性平台性

支撑性功能，实现了助残服务的便利化供给，使得残疾人能够在“正常化”的社区环境中接受多元化的服

务。

专业驱动。专业化的助残社会组织是承接“残疾人之家”运营的重要社会力量。根据省市残联的相关

要求，无锡市“残疾人之家”须经由企业、社会组织等合法的法人登记注册，民间性、志愿性、公益性、

专业性、专门性的助残社会组织是递送残疾人“服务性福利”的主体。专业助残社会组织的介入有助于实

现助残服务的精准化、高效化与高质量供给。比如无锡新吴区旺庄街道“残疾人之家”，实行第三方托管

的运作机制，由专业助残社会组织——“乐益工坊”负责日常的运营。该机构设置工疗车间、培训学习、

康复训练、乐咖啡等功能项目，同时通过各类辅助性就业项目，促进残疾人及其家庭减负增收，提高了残

疾人的生活质量。

市场参与。无锡市残联与爱心企业开展合作，形成“市场引导培训、培训促进就业”的良性协同支持

机制。“残疾人之家”的重要功能之一是辅助性就业，目前无锡市“残疾人之家”采取“托养+就业”的模

式，已基本实现了丝网花、环保袋、水蜜桃遮阳袋、电子零件等辅助性就业项目的全覆盖。辅助性就业技

能的培训、就业项目的来源、就业产品的调配、就业中的劳动关系等，均与市场化主体——企业密切关联。

无锡市部分“残疾人之家”还与企业建立了长期稳定的协同关系，爱心企业深度参与到助残服务中。如惠

山区玉祁街道“玉润残疾人之家”与无锡某包装印刷企业合作，将“残疾人之家”发展为该企业的外挂车

间，引进了简单易学、劳动强度低、安全系数高的劳动项目，与残疾人签订正式的劳动合同，每月按最低

工资标准发放劳动报酬，并缴纳“五险”，在促进残障人士就业的同时，切实保障了其合法权益。

总体看，无锡市“残疾人之家”的建设运营充分整合并协同了党员、基层党组织等政治性资源，街道、

残联、卫健委等行政性资源，社区等社会化资源，助残社会组织等专业性资源，爱心企业等市场化资源“。

残疾人之家”以日间照料、社区康复、辅助性就业等多元化的助残服务，精准满足残疾人个性化需求，帮

助残疾人增能增收，通过挖掘潜能，增进独立意识，提升了他们的尊严感“。残疾人之家”的建设与运行，

减轻了残疾人家属的照护压力，营造出接纳、平等的友好社区氛围。各方协同共建，多元资源配合，各界

爱心汇聚，“残疾人之家”已成为残障人士的“爱之家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