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残疾人是弱势群体，也是就业困难
人群。残友中也有人试图找过工作，有
的很难找到，有的即使找到了也干不长
久，工作内容、环境、时长、他人眼光等等
都是不稳定因素。“孩子真要到外面去找
工作很困难，家里也不放心，但总待在家
里也不利于她的健康状况。”残友小慧的
妈妈道出了不少家长的无奈和忧虑。

解决残疾人的小康问题，就业增收
是最有效的手段。2018年，蠡桥社区残
疾人之家遵循“创新劳动岗位，让残疾人
在家门口就业”的原则，创办了我市首家
社区残疾人福利车间，将福利企业科达
机电的生产车间搬入残疾人之家，为有
一定劳动能力的残友们提供劳动岗位，
开创了残疾人辅助性就业的新模式。

两年过去了，科达福利车间依然有
条不紊地运行着，企业每月按时为残疾
人缴纳社保并发放工资，残友们享受和
正常职工一样的薪资待遇，不再单纯依
靠家庭成员供养或社会救助。“这项工作
安全易操作，很适合动手能力较弱的残

友们。而且福利车间是松散型管理，残
友们可以劳逸结合地工作，不计件、压力
小。”蠡桥社区党委书记顾亚燕表示，“这
群残友能遇到这样一份适合他们的工作
也是一种缘分，所以他们都很珍惜这份
工作，干活都很卖力，有时候都要强制他
们去休息，他们空下来还会催着要活
干。”

“如果只拿低保的话，以后我们老
去，孩子就没有社保。这个工厂给了他
们一份工作，今后的生活就有了很大的
保障。”小华的妈妈感激道。“这份自食其
力的工作让残友们觉得自己能够像健康
人一样有事可做，对他们的精神康复也
有很大帮助。”溢点社工驻蠡桥社区残疾
人之家负责人赵黎华表示，“虽然无锡有
很多残疾人之家，但提供的大多数工作
要么是短期、不稳定的，真正能够提供合
适工作的爱心企业还是太少了。残疾人
福利车间是最好的形式，希望有更多的
爱心企业能提供更多适合残友们的工
作。” （晚报记者 潘凡/文、摄）

“摸底工作只是锻炼了我们
体力，人口普查入户登记则见证
了我们与居民群众的血肉情怀，
凝聚了我们普查员的智慧力
量”，参加过两次全国人口普查
的曹志俊深知，人口普查节奏
紧、任务重，其中更涉及了方方
面面繁杂琐碎的工作，需要大量
的体力和智力投入其中。

也曾感到倦怠，繁重的任务
极易造成精神疲惫和工作焦躁，
特别是在核对各项登记资料的
过程当中，工作内容的反复更是
会滋生各种负面情绪。曹志俊
作为社区副主任，不但在第一时
间，以顽强的使命感调整好了自
己的心情和精神状态，更是在人
口普查工作开展之前与摸底工
作之中，积极组织社区全体普查
人员进行普查工作动员会，通过

多番劝导，做好了社区普查员的
思想工作，确保每位普查员在工
作中能充分发挥自己的工作激
情。

“完成人普工作的过程中，
我们克服了种种困难，并充分借
助全国人口普查工作的机会进
一步炼队伍、强作风”，曹志俊表
示，人普工作在保证了市、镇两
级布置的各项普查进度顺利推
进的基础上，极大地鼓舞了普查
员勇担当、拼干劲、争优秀的思
想作风，也为今后社区治理留下
了一支训练有素、配合默契的队
伍。 （陈钰洁）

工作中

工友月入近3000元

这个残疾人“福利车间”了不起
上周五上午9点半，河埒街道蠡桥社区残疾人之家

福利车间又开始了一天的工作，18名残友围坐几桌，各
自娴熟地操作着。这个“福利车间”让残友们拥有了一
份正式的工作，让他们在家门口通过自食其力就能够安
心地养活自己。

有尊严地生活，残友们有了属于自己的工作

福利车间宽敞明亮，临窗的两
张小桌上几位残友正在分离塑料
零件，中间一张大桌上则在加工橡
胶密封圈。一整张密封圈原料上
有16个圆形压印，只见残友拿着一
根金属签熟练地一挑一扯，1秒工
夫中间的圆片就被轻松剥离下来，
甚至有人不用工具，徒手就能完
成。短短半小时，残友们脚下就堆
了二三十厘米高的废料。据了解，
这些残友大多是有智力残疾或是
精神残疾的居民，年龄平均三四十
岁。虽然各人能力有差异、速度有
快慢，但每个人都在尽自己的最大
努力来完成每天的工作。

今年36岁的小华是先天智力
二级残疾，适应能力、运动和语言
能力都很差，动手能力和人际交往
能力更是弱，从小到大都需要家人
照顾。自从走出家门来到福利工
厂工作后，虽然依然需要母亲的陪
伴，但整个人的精神面貌完全不同
了。“以前他的动手能力是零，现在
可以简单地操作了，虽然动作慢一
点，但能完成好。交了一群朋友，
人也自信多了，回家后还会和爸爸
交流，甚至开开玩笑。”看着儿子一

天天地进步，闵女士很欣慰，“他每
天到点就很自觉地要去上班，在这
个车间他有归属感和价值感。”

这些残友都跟科达机电公司
签订了正式劳动合同并缴纳社
保，和正常人一样有了一份稳定
的工作。记者在公示墙上看到，
每个人都是满勤，11月的工资表
显示基本工资是2020元，扣除社
保到手1666.36元，再加上社区的
各项补贴，一个月收入能有近
3000元。“现在我每周都能来社
区上班，每月都能拿到工资交给
妈妈，我真的很高兴。”小华自豪
地说。而且他们现在有能力帮助
他人了，还自发地为一位残友捐
款治病。

除了日常工作外，残友们的精
神生活也没有落下。从年初自编
自演的“春晚”，到日常跟随志愿者
做手工，这里有工作岗位、托养服
务、康复训练、心理团辅，一周阅
读、观影、手工、音乐、益智等活动
不重样。不久前残友们还去苏州
玩了一天，“十几个人只有2个工作
人员带队，每个人都很配合，还能
互相帮助。”工作人员表示。

解决后顾之忧，希望多些企业提供合适的工作

最美普查员曹志俊

用党员的人格向居民承诺
江阴市璜土镇华湖社区人口情况复杂，辖区由12个商

品开发小区组成，外来人口众多，人员来自五湖四海，人户
分离、群租房、外来务工人员较多。社区副主任曹志俊在第
七次全国人口普查中，一直全身心地奔忙在普查工作第一
线，除了完成好自己分片的普查小区外，还要统筹调配全社
区的普查工作，确保每位普查员都能顺利的进到居民家中
进行调查摸底，为圆满完成普查任务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恪尽职守，用党员的人格向居民承诺

曹志俊负责的香树湾、秀江南两个普
查小区别墅居多，范围偏大，在前期的摸
底工作中相继出现了许多意想不到的情
况。比如有的人家，白天都要上班，上门
往往碰不到人；有的人家，住户晚上要很
晚才会回来。因此，为了不打扰居民工作
休息的时间，曹志俊主动放弃了自己的休
息时间，选择在晚上以及双休日和国庆假
期期间开展入户摸底工作，极大地提高了
见面率和成功率。

人普期间，陡增的工作强度让曹志俊
每天晚上都要超过8点才能吃上一口热
饭，高密度、大强度的不规律作息致使他
胃病复发。但曹志俊并没有向身边人抱
怨，而是自己强忍着疼痛，继续坚守在普
查一线，埋头整理和核对采集到的数据和

材料。
“特别是别墅住户，脸难看、门难进、

言语恶劣，对我们此次的普查工作不理
解，或由于要保护自己的隐私而不配合”，
曹志俊还记得人普启动之初，普查员刚开
始上门的时候，历经的重重阻碍——有的
人家在工作人员亮出普查证件后还是不
配合，有的甚至还要报警说是骗子。在此
过程中，曹志俊并没有因为他人的不理
解、恶语相向而灰心、产生个人情绪，而是
付出更多的耐心去沟通和解释，宣传全国
人口普查的重要意义。“我用一个党员的
人格对各住户做出承诺，确保所取得的信
息专用于人口普查，坚决保证保护居民的
隐私”，最终，他用诚心取得了住户的理解
和配合，有力地推动了普查工作的进展。

正风肃纪，以十足的干劲为人民服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