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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5月 21日上午,惠山古镇下
河塘7号高忠宪公祠里高朋满座。无锡慈
善大讲堂正式亮相启用，标志着无锡慈善
文化传播、理论研究、人才培养、爱心捐赠
和联动合作又有了新平台。

走进惠山古镇下河塘7号的高攀龙祠，
院落里有多位无锡历史上与慈善文化有关
的名人及锡城慈善地标展示。选址于此，
正因为高攀龙当年曾联合无锡士绅成立了
慈善组织——同善会。当年每季一会，集
会劝善、救济贫老、给棺助葬，对整个江南
地区的慈善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无锡市慈善总会自2022年开始筹建
无锡慈善大讲堂，在众多爱心单位的帮助
下，于2023年4月完工。大讲堂保留了古
建筑原有风貌，又赋予这里现代公益慈善
的元素。

这里内设慈善大讲堂、慈善书屋、慈
善荣誉馆等，是开展慈善文化研究、慈善
政策宣讲、慈善人才教育培养、慈善领域
交流和学习、慈善捐赠的平台。为保障慈
善大讲堂顺利运行，市慈善总会专门制定
了《无锡慈善大讲堂管理运行制度》。大
讲堂启用后，将实行以慈善志愿者为主、
慈善工作者为辅的轮流值班制，定期面向
社会公众开放，并经常性组织开展专题讲
座、公益论坛、研讨交流、慈善沙龙、志愿
服务等形式多样的活动。 （黄孝萍）

本报讯 5月21日是第33
个“全国助残日”，当天，位于宜
兴市通蜀东路上的妈妈制造宜
兴紫砂壶合作社社员代表济济
一堂，合作社的理事长朱亚琴
发布了由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
发起的“妈妈制造”项目在推动
和促进宜兴低收入女性居家就
业、提高收入方面的公益成果，
宜兴市爱德陶艺社与桑黎兵紫

砂艺术馆合作签约，江苏海洋
大学校外实习基地当天同时在
妈妈制造宜兴紫砂壶合作社揭
牌。

“妈妈制造”公益品牌旨在
用市场化运作打造可持续发展
的公益之路，发掘女性在非遗
文化产业领域中的作用和潜
力。截至目前，妈妈制造宜兴
紫砂壶合作社吸收了百名家庭

妇女，她们通过合作社平台接
受技能培训，生产“妈妈制造”
紫砂文创产品，在鼓励和促进
女性走进非遗文化传承领域的
同时，建立了自信，获得了相对
稳定的家庭收入，逐步成长为

“妈妈制造”公益品牌的参与
者、贡献者。妈妈制造宜兴紫
砂壶合作社还将与新疆伊犁等
地有关单位开展合作，一起将

“妈妈制造”公益品牌做得更
好，擦得更亮。

宜兴市爱德陶艺社社长马
伟忠向记者介绍：“我们陶艺社
是宜兴最大的由身障人士组成
的紫砂艺人联合体，主要从事
紫砂壶制作、微雕、陶刻等创作
生产。这次签约之后，我们残
疾人不仅能得到江苏省工艺美
术大师、正高级工艺美术师桑
黎兵老师的技艺传授，而且还
成为‘妈妈制造’的特约生产
者。有订单派发给我们，这是
实实在在的助残行动。”

（何小兵/文、摄）

残友“老毛”每次见到中心工作人员
袁佳艳都会竖起手指比个“耶”！袁佳艳
一开始并不明白这是什么意思，后来才
知道，这是“老毛”记得她带自己出去春
游踏青两次。

中心负责人邬广勇也表示，他有一
次和残友聊天，问他们需要什么，才发现
在满足衣食住行以及医疗和护理需求之
外，他们有精神生活的需求。残友们要
求引进工疗产品，他们渴望能发挥自己
的作用，在手工劳动中挣一份自己的收
入。后来陆续引入的运动康复、音乐康
复都是针对残友们的需求而来。

十年前的2013年4月，无锡市残疾
人托养中心正式开始接收残疾人。当年
是以重度肢体和智力残疾人为主。2018
年5月，这里启动精神残疾人托养工作。
同年9月，又启动了成人孤独症托养工
作，成为国内服务保障残疾人类型最全
的寄宿制托养机构。

市残联副理事长潘俊表示，在少有
先例可循，缺乏经验可借鉴的情况下，无
锡市托养中心迎难而上、勇于实践，逐步
形成了残疾人托养工作的新模式，在全
国范围内扮演了残疾人托养工作探路者
的角色。 （晚报记者 黄孝萍/文、摄）

十年筑起
残疾人的幸福家
——记无锡市残疾人托养中心

５月21日下午，正值第33个全国助残日，无锡市残疾人
托养中心举办“幸福同行 携手创梦”主题活动。今年是该中
心成立十周年，26家党建助残单位代表齐聚一堂，在帮助残
疾伙伴的道路上携手前进，为他们打造一个幸福家园。

当天的活动中，残友王春（化
名）分享了自己2019年入住以来的
感受。“我在这里整个人变得心态平
和、积极向上、精神饱满、乐观开朗
了”，王春说，定时起床、用餐、就寝、
康复、工疗，养成了他良好的生活习
惯和有规律的生活节奏。在这里，
他每天读书、看报、看新闻，和外界
紧密相连。每天的工疗让他能有一
点收入，感觉自己也是有价值的。

今年41岁的王春是湖北人，年
幼时父母双亡，和爷爷奶奶一起生

活，靠着姑姑在南京读完本科。毕
业后，他来到无锡工作，有了数十万
元的积蓄，去合肥创业，却惨遭失
败。巨大的精神压力，让他整夜睡
不好觉，得了抑郁症，女友也与他分
道扬镳。他整个人变得情绪低沉、
沉默寡言，经常闷在房间里胡思乱
想，活在自己的世界里，无法工作，
没有收入来源。

来到市残疾人托养中心后，医
生会定时提醒他服药，王春的病情
稳定，生活也有规律了。这里的工

作人员都很喜欢他，他聪明能干，学
会手工产品制作后，经常去教别的
残友，还帮助能力一般的托养人员换
床单、被套。中心给他设立了一个超
市收银员的虚拟就业岗位。前段时
间，医生在帮他评估时，认为他完全
可以在企业里胜任一些强度不太大
的工作。托养中心工作人员正在积
极帮他对接一些企业。王春表示，住
在一个充满温馨氛围的环境中，能够
感受到家一样的温暖，享受到胜似亲
人的关心照顾，自己很幸运。

“医生，胃有点痛，感觉不舒
服”，昨天二院的义诊团队受到了残
友们的欢迎。作为新的党建联盟成
员，托养中心的朋友圈越来越大。
其实，早些年，托养中心的工作人员
全靠自己干，党员和各个托养楼层
挂钩，自发通过党员活动日，推着轮
椅上的残疾人下楼走一走，与智力
残疾人一起唱唱歌、晒晒太阳。但
有些事，他们发现自己时间有限，或
专业度不够。

有一次，市政协机关第三党支
部来参观托养中心时，决定建立长
效帮扶机制，成为第一个与托养中
心结对的党组织，实现了从无到有
的突破。体训传球互动、音乐合唱
治疗，微心愿圆梦，疫情防控捐资助
物……市政协的党员志愿者活跃在
助残一线，双方结下了深厚的友
谊。后来，每月25日，税务志愿者会
来到中心开展志愿服务。武警无锡
支队认领体训教室，定期与智力残

疾人开展体能互动，组织残疾人前往
军营开展趣味运动会。松下能源为
残友们筹建了文创教室，无锡工装自
控捐赠残疾人“快乐篮球场”等等。

如今，该中心已有26家各级各
类党组织、爱心企业加入到托养中
心党建联盟的大家庭。高新区外企
党群服务中心主任王少琴表示，区
域内的外企每年都会来这里认领微
心愿，陪残友们一起去梅园春游，和
残友一起包饺子。

残友在这里找到了家的温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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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0到26，朋友圈变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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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好残疾人事业的探路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