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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了解，截至去年底，宁波就
业年龄段持证残疾人5.9万人。从
残疾类别上看，肢体残疾人最多，
占就业年龄段残疾人的40.05%，
其次是精神残疾、智力残疾，分别
占 20.10%和 18.16%。从残疾等
级看，三四级残疾人占就业年龄段
残疾人的62.42%。

市残疾人劳动就业服务中心

孙主任告诉记者，在政策推动、各
级残联和社会各界的努力下，宁波
在就业年龄段、有就业能力、就业
意愿的残疾人就业率超过99%，特
别是互联网经济的发展，催生多种
就业新形态，也激发了残疾人群体
多元就业的创意。

“未就业的残疾人中，智力残
疾人、精神残疾人、重度残疾人、大

龄残疾人是就业难度最大的。”孙
主任说，部分残疾人自身能力偏
弱、缺乏技能、竞争意识不强，个别
用工单位出于经济效益考虑吸纳
残疾人积极性不高，就业市场上适
合残疾人的岗位少等主客观因素
导致的残疾人就业瓶颈也依然存
在，进一步推动残疾人就业仍需要
多方持续努力。 记者 王思勤

宁波残疾人就业情况如何？
有就业能力、就业意愿的就业年龄段残疾人的就业率已超过了99%

5 月 15 日是第 32次全国助残日，主题
是“促进残疾人就业 保障残疾人权益”。

当前统计数据显示，宁波市持证的本市
户籍残疾人有近 18万名，其中就业年龄段
的有5.9万人，他们的就业情况如何呢？

记者从市残联了解到，近年来，我市持
续优化残疾人就业创业服务，推动出台了一
系列支持保障残疾人就业创业的政策，越来
越多的残疾人通过就业，实现自我价值，融
入社会。

小光（化名）是一位智力障碍
残疾人，在一家企业的工疗车间工
作了好几年，但去年年底，他“被
迫”失业了。

“那家企业原本离家不远，小
光每天固定时间上下班，以工代
疗，每月能拿工资，单位还为他缴
纳五险，就跟普通上班族一样。”小
光母亲说，这些年，儿子的工作情
况和身体状况都不错，无奈去年年
底，企业搬到了数十公里外，“这么

长的通勤距离对健全人来说都很
不方便，更何况是残疾人，离职也
是没办法的事。”

小光待在家里，不仅没了收
入，还需要有人时时看护。“经济是
一方面因素，最重要的是，我担心
他长期宅家可能会出现功能退
化。”今年初，小光母亲焦急地来到
市残疾人劳动就业服务中心求
助。中心工作人员详细了解情况
后，立即介入服务，很快，一个连锁

超市理货员的岗位就向小光伸出
了“橄榄枝”。经过一段时间的培
训，小光掌握了基本理货技能，正
式上岗了。

虽有残疾，“小光”们同样想用劳
动创造美好生活。超市理货员、服务
员、工厂工人、按摩师、咖啡师、快递、
计算机工程师、网络主播……无论
是老行当还是新业态，随着社会对
残疾人工作认可度越来越高，越来
越多的残疾人在职场绽放光彩。

越来越多的残疾人在职场绽放光彩

有就业能力、就业意愿的就业年龄段残疾人就业率已超99%

本报讯（记者 王思勤） 5
月14日，记者从市残联了解到，
在省委宣传部、省残联等组织开
展的浙江省第二届“最美浙江人·
最美残疾人工作者”评选中，全
省有10位残疾人工作者从众多
候选人中脱颖而出，获“最美浙
江人·最美残疾人家庭”称号，宁
波余姚阳明街道办事处残疾人
专职委员沈茹芬榜上有名。

沈茹芬，女，1966年出生，
因为自己有残疾，更懂得残疾
人的需要。担任残疾人专职委
员16年来，她每年高质量完成
残疾人基本服务状况和需求信
息数据动态更新工作，积极走
访调研残疾人家庭，建立残疾
人的康复档案，配合上级部门
做好残疾人康复、教育、就业、
维权、文化生活、政策宣传等多
方面服务工作，并及时帮助残
疾人解决生活中、工作中遇到
的困难与问题，她用自己的行
动赢得了残疾人的信任与肯
定。

“我非常珍惜这份工作，能
服务好残疾人朋友，被他们信任
和肯定，这种成就感是什么都比
不了的。”沈茹芬说。

“最美浙江人·最美残疾人工作者”

余姚沈茹芬获殊荣

今年的5月15日，是
第三十二次全国助残日。

本次全国助残日主题
为“促进残疾人就业 保障
残疾人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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残疾人插花技能比赛。（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