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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省残疾人事业发展“十三五”规划》总

结评估报告

党中央、国务院对残疾人和残疾人事业格外关心、格外关

注。山东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残疾人事业发展，把残疾人事

业纳入经济社会发展大局，及时解决残疾人事业发展中的重大

问题。全省紧紧围绕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残疾人一个也

不能少”的目标，大力推动《山东省残疾人事业发展“十三五”

规划》（以下简称《规划》）落实，不断促进残疾人事业高质量

发展。

一、“规划”完成情况

（一）主要指标完成情况。

残疾人小康进程主要指标除残疾人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年

均增速指标外，其他 11 项已全部完成。

加快残疾人小康进程主要指标

指标 目前完成情况 目标值

1.残疾人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速 —— >8.5%

2.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目标人群覆盖率 100% >96%

3.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目标人群覆盖率 100% >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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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残疾人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参保率 95.7% 95%

5.残疾人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参保率 98.7% 97%

6.农村建档立卡贫困残疾人脱贫率 100% 100%

7.农村贫困残疾人家庭存量危房改造率 100% 100%

8.残疾人基本康复服务覆盖率 96.4% >90%

9.残疾人辅助器具适配率 88.5% >85%

10.残疾儿童少年接受义务教育比例 99.5% >95%

11.贫困重度残疾人家庭无障碍改造覆盖率 99%以上 >90%

12.城市公共服务设施无障碍环境建设达标率 改建>80%

新建 100%

>80%

说明：

指标 2、3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和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实现县级制度全覆盖。

指标 4、5数据来源于全国残疾人基本服务状况和需求信息数据动态更新，数据

截至 2020 年 6 月。

指标 6数据来源于省扶贫办有关统计。

指标 8、9数据来源于中国残联精准康复服务管理系统，数据截至 2020 年 6 月。

指标 10 数据来源于省教育厅，数据截至 2020 年 6 月。

指标 11 数据来源于省残联有关统计。

指标 7、12 数据来源于省住房城乡建设厅有关统计。

（二）重点任务完成情况。

1.贫困残疾人精准脱贫取得明显成效。逐人逐户开展贫困

残疾人动态更新和需求服务调查，精准掌握贫困残疾人生存现

状；建立 20 个脱贫任务较重的县（市、区）联系制度，精准施

策重点帮扶；组织编发惠残政策清单和服务手册，精准政策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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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推动工作落实。“十三五”以来省财政投入 9173 万元，奖励

扶持 402 个省级残疾人就业扶贫和文化从业创业扶贫基地；全

省投入4673.9万元，开展贫困残疾人实用技术培训9.6万人次。

聊城、菏泽等市扶贫车间、电商扶贫、邻里互助等一批帮扶贫

困残疾人的成功经验和做法，多次被民政部、国务院扶贫办和

中国残联推广。2018 年底，全省 27.39 万建档立卡贫困残疾人

全部脱贫；目前全省有 49.18 万残疾人脱贫攻坚服务对象。

2020 年突出抓好残疾人证“一次办好”、成年无业重度残疾

人单独施保、残疾人两项补贴、贫困重度残疾人家庭无障碍改

造、贫困残疾人辅助器具适配、贫困残疾人家庭危房改造、贫

困残疾人精准康复服务等 7 项重点工作，帮助 4.3 万人享受生

活补贴、2.8 万人享受护理补贴，为 4.7 万人提供康复服务、9.7

万人适配辅助器具，累计为 17 万户贫困重度残疾人家庭进行无

障碍改造，努力做到应改尽改、应配尽配，着力解决残疾人脱

贫不“解困”问题。

2.残疾人就业状况显著改善。制定修订《山东省残疾人就

业保障金征收使用管理办法》《关于促进残疾人按比例就业的实

施意见》《关于推进残疾人辅助性就业的实施意见》《山东省残

疾人职业技能提升行动实施方案（2020-2021 年）》等政策措施，

将残疾人作为重点群体加大扶持力度。持续开展就业援助活动，

积极探索残疾人辅助性就业新模式，济南、青岛、淄博等地积

极探索建立残疾人创业孵化基地，济南、潍坊、临沂等地出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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残疾人就业创业经营补贴、保险补贴、就业困难残疾人岗位补

贴和稳岗补贴等优惠扶持政策。积极推进残疾人按比例就业，

2016 年至 2019 年，全省定向招录残疾人公务员 25 人、事业编

制人员 31 人。“十三五”以来，全省累计扶持残疾人网上电商

培训 1.2 万人，网上电商就业创业 6232 人；城乡新增残疾人就

业 12.15 万人。

3.残疾人社会保障水平稳步提高。制定《山东省最低生活

保障管理办法》，将符合条件的成年无业重度残疾人纳入最低生

活保障范围。出台《关于调整残疾人两项补贴标准的通知》《关

于建立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和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标准动态调

整机制的通知》，残疾人两项补贴不断提标扩面并形成长效机制。

做好重度残疾人等困难人员的参保缴费补贴工作，济南、青岛、

淄博等 11 个市为残疾人购买了意外伤害保险。目前，全省 251.4

万持证残疾人中享受低保 52.51 万人，纳入特困人员供养 5.8

万人，领取生活补贴 51.21 万人，领取护理补贴 106.58 万人，

参加基本医疗保险 223.15 万人，参加基本养老保险 224.35 万

人，参加意外伤害保险 95.79 万人。做好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期

间生活困难残疾人兜底保障工作，积极开展排查和临时性帮扶

救助，确保残疾人基本生活。持续实施“阳光家园计划”，累计

为 15.4 万名残疾人提供托养照护服务。为 8143 户贫困残疾人

家庭进行危房改造，保障残疾人住房安全。

4.残疾人基本公共服务水平不断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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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残疾人基本康复服务水平不断提升。推动将残疾人精

准康复纳入健康山东战略，扩大精准康复服务目录，将康复综

合评定等 20 项新增医疗康复项目纳入基本医疗保障范围，提高

残疾人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率，增加残疾人基本康复服务供给。

健全完善残疾儿童康复救助制度，在全国率先将救助年龄扩大

至 17 岁；创新建立机构集中训练与“机构+社区+家庭”训练相

结合的全周期康复服务模式，为 2946 名听障儿童免费实施人工

耳蜗植入救助手术、为 814 名肢残儿童提供免费矫治手术，均

在全国率先实现“有一做一”，听障儿童抢救性康复工程被评为

山东省庆祝改革开放 40 周年最具影响力事件。指导 4 个全国残

疾预防综合试验区创建试点县（市、区）、21 个全省试点县（市、

区）做好重点干预项目。“十三五”以来，全省为残疾人提供基

本康复服务 262.6 万人次，为 52.4 万名残疾人提供基本辅助器

具适配服务。

二是残疾人教育水平不断提升。落实山东省第一期第二期

特殊教育提升计划，推动残疾儿童少年从学前到高中 15 年免费

教育，济南、淄博等 6 市已实施。成立残疾人教育专家委员会，

健全残疾儿童入学评估机制。2019 年核查出未入学适龄残疾儿

童少年 16882 名，妥善教育安置其中符合条件的 9878 名。为 976

名参加高考残疾人考生提供合理便利，实施残疾人大学生励志

助学项目，按照每人 4000 到 10000 元标准发放，激励残疾人大

学生奋发成才。全省 30 万人口以上的县（市、区）全部建有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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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校。面向本省招生的盲人高中、聋人高中及特殊教育中等

职业学校共 17 个。参加第六届全国残疾人职业技能竞赛获得团

体第七名和优秀组织奖，三名选手被授予“全国技术能手”称

号。

三是残疾人精神文化生活水平不断提升。成功举办第九届

全省残疾人艺术汇演，圆满完成第九届全国残疾人艺术汇演（东

部片区）承办任务并取得第一名。开展冰雪运动季、体育健身

周、特奥联谊等群众性体育活动，鼓励残疾人走出家门融入社

会。参加第三届亚残运会获得 8 枚金牌 2 枚银牌 1 枚铜牌，参

加第十届全国残运会金牌数和奖牌总数均列全国第七位。成功

举办省第十届残运会，实现和省运会同城举办、同样精彩。广

泛开展自强模范和助残先进评选表彰，我省 13 名个人、10 个集

体受到国家表彰，是受表彰最多的省份；召开第六次全省自强

模范暨助残先进表彰大会，29 名个人、40 个集体受到省委、省

政府表彰；开展新时代文明实践自强模范与助残先进事迹宣讲，

120 多万群众通过微信视频直播收看省里组织的四场报告会，有

力弘扬了自强不息精神和扶残助残正能量。

5.残疾人合法权益得到更好保障。省人大常委会修订《山

东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保障法>办法》，省政府颁布

《山东省无障碍环境建设办法》、修订《山东省残疾人就业办

法》，各市完成省残疾人保障法地方配套政策的制定修订工作，

进一步完善了残疾人权益保障政策体系。各级人大、政协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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残疾人保障法执法检查、视察和调研 125 余次。积极推进无障

碍环境建设，在兰陵代村召开全国创建无障碍环境市县村镇培

育推进现场会，我省在全国无障碍环境建设应用推介会上作典

型介绍。制定《山东省残疾人证管理办法（试行）》，创新使用

加载残疾人证功能的社保卡，推进服务功能融合，实现“一卡

通行”。全省成立残疾人法律救助工作协调机构 82 个，建立残

疾人法律救助工作站 82 个。省、市两级在全国率先开通 12385

残疾人服务热线，起草全国《12385 残疾人服务热线工作指南》，

为推动工作开展提供了山东经验。

残疾人是一个特殊困难群体，残疾人事业仍然是经济社会

发展的短板，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突出，社会保障和救助水平

不高的问题突出，残疾人脱贫不解困的问题突出，基本公共服

务还不能完全满足残疾人的需求，残疾人在医疗康复、教育就

业、脱贫增收、托养照料、无障碍等方面仍面临不少困难，特

别是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给残疾人生产生活带来了不小的

影响，需要进一步采取更加有力的措施去应对，推动残疾人事

业稳步发展。

二、下步工作打算

下步进入查漏补缺、巩固提高阶段。全省残联系统将坚持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贯彻落实中央

决策部署，按照省委、省政府工作安排，统筹推进常态化疫情

防控和残疾人年度重点工作，全面加强党对残疾人事业的领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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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决打赢贫困残疾人脱贫攻坚战，大力提升残疾人基本公共服

务水平，营造共建共享美好生活的社会环境，全面推进“十四

五”规划编制工作，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实现第一个百

年奋斗目标作出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