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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对现在的工作很满意，
购买了社保，工资也比以前高
了，很感谢勒流双百社工的帮
助。”近日，勒流双百社工到服
务对象阿宝（化名）的工作地
点来看望她，而她也对双百社
工的帮助充满了感激。

自从去年11月份，勒流双
百社工正式推开“勒流双百·
残康人士乐业计划”，以实际行
动点亮残疾人的“就业之灯”。
截至目前，在相关部门的指导
下，60多名勒流街道残疾人顺
利就业，其中在勒流双百社工
站协助下成功就业的困难残疾
人达到16名。

“保姆式”就业服务
助服务对象踏上就

业岗位
阿宝是一名四级精神障碍

患者，丈夫靠打散工维持生
计，小儿子在启智学校就读，
家庭条件较为困难，但由于身
体情况，她只能到社区康园承
接手工活帮补家用，但每个月
几百元的收入，加上没有条件
购买社保，让她萌生了另寻工
作的想法。

通过微信，她与勒流双百
社工取得了联系，“我们从人力
资源协会的就业资讯中挑选岗
位，鼓励她前去应聘。”勒流双
百社工周姑娘说，然而情况并
不乐观，用人单位每每听说她

患有精神残疾，往往都将她拒
之门外。

屡屡吃“闭门羹”，让她失
去了信心，但勒流双百社工却
并没有放弃。今年年初，他们
了解到勒流街道金瓦融爱工场
有助残项目正在招聘残障人

士，便第一时间将消息通知了
阿宝。为了消除她担心再吃

“闭门羹”的疑虑，双百社工向
她阐明这个招聘计划的性质，
并陪同金瓦融爱工场项目负责
人前去阿宝家中，对其进行就
业评估，以及签订就业合同。

今年3月份，阿宝正式踏上了新
的工作岗位。

这样的“保姆式”就业服
务，对于双百社工来说，已是
司空见惯的操作。“不少残障人
士平时较少出门，对于外出找
工作具有畏难情绪，我们便陪

同他们前往集中就业机构了解
就业资讯。”周姑娘介绍，此外
他们还会陪同服务对象前往招
聘会，帮助他们了解企业信
息，甚至陪同其前去企业面试。

走访摸排清晰掌握情况
沟通对接寻找合适

就业资源
勒流街道目前共有残疾人

2550人，其中困境残疾人（含
低保对象、特困人员、低保边
缘家庭等）有305人。2023年
下半年，勒流社工站针对辖区
内残疾人，尤其精神残疾和智
力残疾人的身体状况、家庭经
济状况、就业意愿等进行了走
访摸排，发现除了极少部分残
疾人能在社区康园工作或通过
挂靠企业等方式实现灵活就业
外，尚在劳动年龄内、有劳动
能力和就业意愿但并未实现就
业的残疾人不在少数，困境残
疾人仅能依靠残疾补助、村居
分红及亲友接济度日，通过就
业改善家庭条件和实现自我价
值的需求未能得到满足。

为了帮助这个群体更好地
就业，“我们与相关部门建立起
了恒常沟通机制，每月对接残
疾人就业需求及用工需求企业
数据。”周姑娘说，一旦发现有
就业需求与用工要求匹配得上
的情况，便立即与相关人、企

业对接沟通，甚至陪同残疾人
做好企业信息了解和面试准备。

一边积极向残疾人宣传就
业政策，另一边，勒流双百社
工还链接到了集中就业机构资
源。今年1月份，他们留意到一
个区级残疾人就业促进项目，
并与该项目驻点在勒流街道的
金瓦融爱工场联系，经与多方
沟通商讨后，达成合作意向，
为勒流残疾人提供集中就业的
机会。

为了配合项目的开展，勒
流双百社工联合村居干部对残
疾人状况进行了深度摸查，将
年龄合适、具备工作能力但未
实现就业，且出行相对方便、
能够适应集中就业的残疾人名
单筛选出来，再联合村居民政
干部、项目方入户对这批残疾
人进行能力评估。多方努力
下，目前已有62人实现了集中
就业，其中在勒流双百社工站
协助下成功就业的困难残疾人
达16名。

记者从勒流社工站了解
到，目前勒流双百·残康人士
乐业计划仍在进行中，未来他
们将继续密切留意已就业的残
疾人工作、生活适应情况，以
及未就业但在物色就业岗位的
残疾人，为有需要的残疾人提
供适切的辅导和协助。同时，
密切留意更多的就业机会，全
力促进残疾人就业。

每逢周五早上八点半，伦
教霞石的阿全（化名）都会走进
位于常教振兴南路的伦教慈善
综合体，穿上工作服，开始一天
的工作。在伦教慈善综合体一
楼的爱心超市，他有着一份稳
定的工作，负责收银或打扫卫
生，每周轮值一天。

在不需要轮值的时候，他
会准时走进离综合体不远的伦
心综合服务中心。在中心里，
他接受了三年多的康复服务，
如今几乎恒常性地与其他学员
一起，通过简单的手工加工，充
实自己的生活，同时获取收入。

三年前，走进伦心中心的
阿全还是一名不爱说话、对外
界事物提不起兴趣的四级精神
障碍患者，在伦心中心社工的
帮助下，如今的他逐渐开朗，有
了稳定的工作，开始走向自立
自强的人生。

稳定的工作
让生活绽放色彩

很长一段时间以来，阿全
觉得自己的人生是灰色的，没
有希望。

这跟他自身的情况有关。
阿全成长于单亲家庭，自小体
弱多病，还因此患上了抑郁
症，需要药物控制。虽然学业
上读到大专，但走进伦心中心
之前，他一直没有正式工作
过，“而且我也不知道自己能
干什么”。

这种不自信与悲观情绪曾

成为他生活的一部分，让他的
情绪在泥潭里越陷越深。他自
我隔绝了与外界的交流，不爱
说话，别人主动搭讪，他也只
是点头摇头，不发一言。

2020年7月，他走进了伦
心中心，这是一家为伦教残障
人士提供就业培训、康复训
练、工疗、日托、心理辅导等
服务的机构，在残障人士服务
方面有着专业的服务经验。针
对阿全的情况，伦心中心社工
为他提供了专业的心理辅导，
引导他走出情绪的泥潭、融入
社群，并通过中心承接的手工
制作，赚取收入。

对于中心的学员来说，阿
全学历较高，简单的手工一学
即会，工作很快上手，“有工
作，生活充实了很多，我的心
情也慢慢开朗”。在这个过程
中，他与中心的学员慢慢打成
一片，多了不少朋友，生活也
逐渐绽放色彩。

今年，伦教慈善综合体投
入使用，招募伦心中心中有能
力的学员作为工作人员，承担
收银、打扫卫生等工作。自
此，阿全有了一份稳定的工
作，也有了一份能够覆盖自己
支出的收入。

“他的精神状态有了比较
大的转变，每次值班都会准时
前来。”伦心中心负责人方麒
说，不仅如此，他前来参加中
心的活动也越来越积极，极少
出现缺勤现象。

当面开解+家访聊电话
社工积极介入助他

走出情绪泥潭
阿全的变化，离不开伦心

中心社工的帮助。
“可以说是操碎了心。”方

麒说，对于阿全的服务介入，他
们主要以心理开解及社群融入
为主，做得最多的是通过专业
的心理咨询手法对其进行辅
导。

但刚开始时，阿全并不积
极，经常请假。“我们发现他请
假也是呆在家里，没其他事情
做。”方麒说，面对这种情况，他
们选择家访，亲自前往阿全家
中查找问题，寻求解决方案。

有一段时间，阿全情绪波
动比较大，悲观、消极的情绪充
斥着他的生活。“我们的社工面
对面跟他聊了两个多小时，聊
人生，聊其他学员的案例，鼓励
他振作起来。”方麒回忆，为了
巩固效果，接下来的几天，他们
不是家访就是电话联系，持续
的“亲密接触”，终于打开了阿
全的“心门”。

伦教慈善综合体的工作，
是伦心中心特意向阿全推荐
的，而阿全也觉得对于系统学
习过会计专业的他来说，这份
工作相对更合适。“我们希望他
能坚持下去，积累经验之后可
以寻找更好的工作，谱写更美
好的人生。”方麒说。

因为患有地中海贫血，在
接连的并发症影响下被评定为
四级肢体残疾，赵颖怡一度频
频失业，不停地找工作又让她
饱尝了求职的艰辛。这份艰辛
并没有把她打败，反而成了支
撑她不断前进的力量。如今的
她是顺德区幸福家庭服务中心
旗下大良幸福康园的一名培训
导师，11年来帮助不少残障人
士实现就业。

每20天需输血一次，日注
射10小时排铁针剂，这就是赵
颖怡的日常生活。“很多工作都
不合适，干过销售，但也只是
断断续续地干，失业是常态。”
她说，最长的失业期长达一
年，艰辛却依然要继续往前走。

2013年，已经失业了一段
时间的赵颖怡，因为大良升平
居委会工作人员上门开展人口
普查而迎来了转机。她被推荐
进入大良幸福康园学习手工技
能，通过小手工活赚取收入。
当时的她十分珍惜这个机会，
学习特别认真。大良幸福康园
负责人发现她的手工做得又快
又好，工作能力不错，鼓励她
留在康园，成为一名培训导师。

这一干就是11年，“我觉
得挺有意义的，可以帮助到很
多残障人士。”赵颖怡说，大良
幸福康园带有庇护工场的性
质，主要为残障人士提供自理
能力和就业培训，为残障人士
推荐就业，也会承接例如丝网
花、灯头组装、掐丝珐琅等小
手工制作，为暂时无法实现社
会就业的残障人士提供赚取收

入的渠道。赵颖怡坚持了11年
的工作，就是将基本的自理技
能及手工制作技能教给服务对
象。

残障人士虽然工作能力可
能与一般人有差别，但也有自
己的闪光点。赵颖怡在工作中
发现了这一点，并且积极挖掘
服务对象的闪光点，鼓励她们
寻找合适自己的发展之路。阿
珊（化名）是一名精神障碍患
者，进入康园的时候，对自己
极没信心，但赵颖怡很快就发
现她在手工方面极具天赋，肯
定其工作能力，提升她的自信
心后，鼓励她成为手工组的组
长，后来又成为班长。

患有智力残疾的小华（化
名），上个月因无法适应新工作
而走进大良幸福康园接受就业
培训。“这里的收入毕竟不高，
我一定要快点出去工作。”这是
小华经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
赵颖怡欣赏她的自立之心，也
看到了她手工制作上的天赋，
推荐她参与了难度较大的鱼灯
制作。“就业很重要，但是一定
要打好基础，手工做得快，同
样能赚钱。”赵
颖怡鼓励小华
沉下心来学好
手工，而且一
个动作一个动
作地教导，上
个月，小华终
于能利用新学
得的技能赚取
了工资。

对于合适

外出就业的学员，赵颖怡与同
事会积极为他们寻找合适的就
业机会。患有智力四级残疾的
阿辉（化名）有在工厂工作的
经验，康园很快为他链接到同
类型并有招聘意愿的企业，赵
颖怡与同事亲自陪同阿辉前去
面试。“有关阿辉的一些情况，
我们会在这个过程中跟企业作
一次沟通，方便双方更好地适
应，后续我们也会继续跟踪服
务对象的就业情况。”

11年来，一个个像阿珊、
小华、阿辉这样的服务对象在
大良幸福康园学习、学成离
开，统计起来，这些年来赵颖
怡服务的学员已经超过 100
名。意外的收获是，不少学员
或学员家属会经常带上水果前
来感谢，成为她工作中最大的
甜蜜。

她的工作能力也得到了单
位和社会的认可，曾连续三年
获得单位“优秀导师”的称
号，2023年被升平居委会授予

“先进残疾人”的荣誉。
一个淋过雨的人，终于成

为了一个为别人撑伞的人。

今年5月19日是第三十四次全国助残日。残障人士是一个特殊的群体，需要更多的关注与关爱。一直以来，顺德
在助残事业方面不遗余力，不仅表现在资金上帮扶，更设立了不少服务机构，为残障人士提供多元化服务，帮助残障
人士实现更好的人生。正值全国助残日之际，《珠江商报·慈善周刊》推出专题报道，从项目帮扶、机构帮扶、个人
成长三个维度对顺德助残事业进行关注。

共经风雨彩虹 同享精彩人生
文/顺德融媒记者莫胜娜

项目帮扶：点亮“就业之灯”
勒流双百社工推出“残康人士乐业计划”，搭起残疾人就业之桥

勒流双百社工与就业机构联系沟通，为残疾人寻求就业机会。/勒流双百社工供图

机构帮扶：
助力自力更生

在伦心综合服务中心社工的帮助下，阿全有了稳
定的新工作

个人成长：
传递“爱心火炬”

“淋过雨”的赵颖怡为学员撑起“关爱之伞”，11年
帮助超过100人就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