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残疾人无障碍改造简报简报名
称(优质5篇)

在日常学习、工作或生活中，大家总少不了接触作文或者范
文吧，通过文章可以把我们那些零零散散的思想，聚集在一
块。范文书写有哪些要求呢？我们怎样才能写好一篇范文呢？
下面我给大家整理了一些优秀范文，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

残疾人无障碍改造简报简报名称篇一

近年来，邹城市残联坚持走进残疾人家庭，以残疾人实际居
住环境为基础，以残疾人具体改造需求为依据，为残疾人进
行免费无忧改造，并持续做好惠残政策宣传，不断完善服务
内容，竭力为残疾人打造有温度、有情怀、无障碍的居家生
活环境，受到残疾人群众的`欢迎。

在落细落实省、市政策措施的基础上，不断加大资金投入力
度，让更多符合条件的残疾人享受改造政策，改善居家环境，
提升生活质量。20xx年，实施建档立卡贫困残疾人家庭无障碍
改造“全覆盖”，改造完成3055户，其中重度残疾人家
庭1812户，轻度残疾人家庭1243户。20xx年，为1042户困难重
度残疾人家庭进行基本型无障碍改造，并为88户残疾人家庭
实施了智能化无障碍改造。20xx年以来，为521户残疾人家庭
实施无障碍改造，目前已全部改造验收完毕，并录入系统。

依托邹城市“智慧残联”综合服务平台、微信公众号等新媒
介，将免费的无障碍改造服务送进残疾人家中，实现足不出
户惠享政策。邹城市“智慧残联”综合服务平台，完善了残
疾人家庭无障碍改造管理系统、残疾人居家安全守护平台和
残联业务办理系统三项功能。

无障碍改造管理系统可在线实时查看残疾人家庭无障碍改造



实施进展情况，包括受助人信息、家庭环境、改造内容、改
造进度、改造前后效果对比及项目验收评估等等，进行全流
程监督；残疾人居家安全守护平台，可以通过为残疾人家庭
配备各种智能化前端设备，后台设置应急响应中心，并与社
区监控平台互联，实现残疾人人身安全监测、智慧生活服务
和居家状况实时预警等功能；残联业务办理系统，让群众在
残联公众号菜单即可了解各项惠残政策、提交业务办理申请，
业务办理进度和申办结果清晰可视，切实打通了服务残疾群
众的最后一公里。

为帮助重度残疾人消除信息壁垒，让残疾人足不出户了解各
项惠残政策，享受更多便民服务。邹城市残联与中国广电邹
城市分公司签订战略合作协议，携手打造“邹城残联”智慧
服务平台。该平台依托广电双向网络，为残疾人打造专属视
听界面，通过视频、音频、文字、图片等形式，生动形象地
为残疾人群众和其他市民提供集政策宣讲、康复教学、技能
培训、线上业务办理和文化娱乐等服务，助力惠残政策落地
实施，更好地满足残疾群众个性化需求。该平台已于6月底上
线投放，首批完成了500户困难重度残疾人家庭免费铺设、安
装。

残疾人无障碍改造简报简报名称篇二

谈起近日最让鞠老伯老两口开心的事，必然是家中原先老旧
厨房、卫生间的大变样，除了水台、油烟机、燃气灶、抽水
马桶等物件的更新外，全套的无障碍设施也让老两口的生活
方便了不少。

鞠老伯夫妻均患不同程度残疾，行动不便，且两人年纪较大
均已退休，收入微薄。两人居住环境较为简陋，尤其是厨房
和卫生间，不仅设施陈旧，而且存在不少安全隐患。

在了解相关情况后，镇残联工作人员将鞠老伯一家情况进行
了上报，并顺利纳入奉贤区残疾人家庭无障碍改造项目计划



之中。在得到批准后，施工人员就来到鞠老伯家，根据鞠老
伯及平阿姨的身体残疾情况，量身定制改造。仅一个多月的
时间，便完成了全部改造工作。

鞠老伯：“没想到做得这么好，又干净又亮堂，烧饭方便了，
洗澡、上厕所也安全多了。”

同样享受到残疾人家庭无障碍改造福利的，还有村民庄阿婆。
庄阿婆腿脚不便，平时需要靠轮椅和拐杖辅助行动，上厕所
是最让她发愁的事。

经上报批准后，镇残联为其申请改造项目。在卫生间里安装
上了防滑扶手、淋浴房扶手等无障碍设施。

“婆婆腿脚不便，以前我们出去工作的时候，真的不放心，
现在有了无障碍设施，既方便了老人，也让我们心定了。”
庄阿婆的儿媳感谢地说道。

镇残联沈筱雯：“柘林镇现已为辖区内近200户残疾人家庭实
施了无障碍改造。当这些个性化又暖心的无障碍改造设施陆
续进入残障人士家庭后，切实解决困扰他们多年做饭难、如
厕难的生活问题，生活起居更加方便，让他们从内心感受到
温暖。”

下阶段，柘林镇将进一步开展惠残政策，用“爱”除“碍”，
提升服务质量，不断扩大残疾人家庭无障碍改造的`覆盖面，
为残疾人参与社会生活提供便利，不断提升城市文明进程，
在全社会形成关心、支持无障碍环境建设的良好氛围，让生
活有“爱”无“碍”。

残疾人无障碍改造简报简报名称篇三

为了让改造更贴心、更实用，切实把好事办实，把实事办好，
市残联相关工作人员深入到每户有需求的残疾人家中进行走



访，确认家庭无障碍改造项目，确保无障碍改造项目高品质
落实。

“如今生活比改造前方便好多了，也容易搞卫生了，我心里
感觉很温暖、很满意。”12月22日，家住夏铎铺镇凤桥社
区21组的居民谭明武，对完成改造后的厨房灶台和水泥坪赞
不绝口。

据了解，今年57岁的谭明武，2014年因高血压中风导致左脚
行动不便，造成肢体四级残疾。妻子在10多年前离家出走，
再无音讯。如今的谭明武，仅靠打零工维持生计，并且还有
正在读高中的女儿需要抚养，生活十分困难。独自一人生活
的他，平时还需要自己料理家务，他的生活变得越发艰难。

“以前做饭就是在一个简单搭建的瓷砖台面上，空间小，东
西散乱分布，房前的地坪是土坪，下雨天易打滑，也没地方
晒稻谷，非常不方便。”谭明武回忆道。

市残联工作人员得知情况后，今年将他家纳入贫困残疾人家
庭实施无障碍设施改造工程名单，按照无障碍设施改造要求
实地规划，完成个性化定制改造方案，免费对他家厨房和地
坪进行改造，并且添置液化气灶等。改造后的厨房增加了收
纳空间，东西归置得更为整齐，水泥硬化后的地坪也变得便
捷舒适。

类似的改变还发生在夏铎铺镇凤桥社区凤凰片11组的周术文
家中。周术文是智力二级残疾，在对其进行家庭无障碍改造
中，重点改造了卫生间和厨房，按照其平时的生活习惯和需
求安装了组合灶、水塔、浴霸、马桶等无障碍设施。

残疾人家庭无障碍设施改造工程是改善残疾人居家环境、方
便出行、提高自立能力的重要举措，也是“我为群众办实
事”实践活动的具体体现。人性化无障碍设施进入残疾人家
庭，提升了残疾人的居家环境，让他们的生活更加舒适、便



利，更有尊严，让“有碍”变“有爱”。

市残联综合服务部部长谢冠军表示，明年市残联在无障碍改
造工程方面，将加大力度进行摸底调查，制定更详细、更具
人性化的方案，切实解决他们“出行难”“如厕难”“洗澡
难”等问题，让更多残疾人共享幸福美好生活。

残疾人无障碍改造简报简报名称篇四

“现在我能动手烹煮食物，让老伴吃上我亲手做的菜了！”
初冬晌午，在汝城县大坪镇堆山村，71岁的朱婆婆一边热情
招呼着老伴过来吃饭，一边不住地感慨。

多年来，作为一位肢体残疾人，朱婆婆只能依靠挪动凳子移
动身体，一直被老伴悉心照料着，能亲手烹煮食物、分担老
伴负担，成了她梦寐以求的热切愿望，今年由此被列为当地
残疾人无障碍改造对象。

配备护理床、安装热水器、改建一组厨柜，在卧室、厨房和
卫生间之间安装扶手......短短数天内，在汝城县残联积极
组织下，经过专业人员精心施工，朱婆婆家变化不小，令她
的'生活“脱胎换骨”。如今，她不仅可以自己如厕、洗澡，
还可以依托新装的便捷厨柜，扶着扶手煮饭炒菜，给老伴烹煮
“亲情餐”，也减轻内心负疚，促进家庭和谐。

“无障碍改造项目，就像量身定做一样，如此贴心细致人性
化，帮我实现了多年夙愿，构建了温暖有爱的天地。”朱婆
婆发自内心的肺腑之言，也是当地改造项目受益户的共同心
声。

“把好事办实，将实事办好，办到群众最需处、心坎里。”
连年来，汝城县残联不仅将困难残疾人家庭无障碍改造作为
省市重点民生实事项目来对待，还将之列为“我为群众办实
事”的具体实践，有力有序组织实施，用心用情做细做好，



从精准定人、认真监管和仔细验收等各环节下足功夫，为困
难残疾人倾情倾力纾困解压，不断提升他们真切而十足的获
得感和幸福感。

在确定改造对象中，汝城县残联坚守重度残疾人优先、贫困
残疾人优先的原则，组织人员进村入户，深入现场，全面摸
清初步对象的残疾状况、居所、环境和室内设施、经费投入
等各类情况，进行一一入户改造论证，融合对象功能障碍、
改造愿望和家中环境等因素，因地制宜制定“一户一策”，
充分满足他们所需所盼。

施工中，汝城县残联工作人员不辞辛劳，奔赴到各乡镇村组，
严格按照全省无障碍“五部位”改造法，切实做好监督监管，
确保每户都巡视检查到，对所发现问题及时做好衔接，敦促
实施单位立行立改。面对改造对象分散、伏天高温、暴雨滑
坡、二次运输等重重困难，仍携手施工方按时保质完工竣工。

“有限投入要产出最大效益，小项目要赢取大民心！”每逢
项目竣工，汝城县残联及时组织人员主动上门，深入现场，
对标项目标准和预算，一丝不苟逐户验收，坚决杜绝虚设项
目、弄巧成拙、画蛇添足等情况发生，也对用户使用效果和
满意程度进行检测和评估，确保无障碍改造“改”到心
里、“造”出幸福。

“实施‘无碍’改造，构建有爱世界。”汝城县残联相关负
责人介绍，全县迄今共完成100户困难残疾人无障碍改造工作，
涵盖到改卫生间22户、改厨房灶台52户、地面平整16户、装
扶手护栏32处，配装护理床19张、热水器31套、浴凳22张，
以及安装紧急呼叫系统10个、太阳能照明灯10盏等，为本身
有障碍的残疾群众，改造出了“无碍有爱”的温情天地。

残疾人无障碍改造简报简报名称篇五

“现在我能动手烹煮食物，让老伴吃上我亲手做的菜了！”



初冬晌午，在汝城县大坪镇堆山村，71岁的朱婆婆一边热情
招呼着老伴过来吃饭，一边不住地感慨。

多年来，作为一位肢体残疾人，朱婆婆只能依靠挪动凳子移
动身体，一直被老伴悉心照料着，能亲手烹煮食物、分担老
伴负担，成了她梦寐以求的热切愿望，今年由此被列为当地
残疾人无障碍改造对象。

厨房改造便捷实用。

配备护理床、安装热水器、改建一组厨柜，在卧室、厨房和
卫生间之间安装扶手......短短数天内，在汝城县残联积极
组织下，经过专业人员精心施工，朱婆婆家变化不小，令她
的生活“脱胎换骨”。如今，她不仅可以自己如厕、洗澡，
还可以依托新装的便捷厨柜，扶着扶手煮饭炒菜，给老伴烹煮
“亲情餐”，也减轻内心负疚，促进家庭和谐。

“无障碍改造项目，就像量身定做一样，如此贴心细致人性
化，帮我实现了多年夙愿，构建了温暖有爱的天地。”朱婆
婆发自内心的肺腑之言，也是当地改造项目受益户的共同心
声。

加装护栏安全放心。

“把好事办实，将实事办好，办到群众最需处、心坎里。”
连年来，汝城县残联不仅将困难残疾人家庭无障碍改造作为
省市重点民生实事项目来对待，还将之列为“我为群众办实
事”的具体实践，有力有序组织实施，用心用情做细做好，
从精准定人、认真监管和仔细验收等各环节下足功夫，为困
难残疾人倾情倾力纾困解压，不断提升他们真切而十足的获
得感和幸福感。

在确定改造对象中，汝城县残联坚守重度残疾人优先、贫困
残疾人优先的原则，组织人员进村入户，深入现场，全面摸



清初步对象的残疾状况、居所、环境和室内设施、经费投入
等各类情况，进行一一入户改造论证，融合对象功能障碍、
改造愿望和家中环境等因素，因地制宜制定“一户一策”，
充分满足他们所需所盼。

施工中，汝城县残联工作人员不辞辛劳，奔赴到各乡镇村组，
严格按照全省无障碍“五部位”改造法，切实做好监督监管，
确保每户都巡视检查到，对所发现问题及时做好衔接，敦促
实施单位立行立改。面对改造对象分散、伏天高温、暴雨滑
坡、二次运输等重重困难，仍携手施工方按时保质完工竣工。

“有限投入要产出最大效益，小项目要赢取大民心！”每逢
项目竣工，汝城县残联及时组织人员主动上门，深入现场，
对标项目标准和预算，一丝不苟逐户验收，坚决杜绝虚设项
目、弄巧成拙、画蛇添足等情况发生，也对用户使用效果和
满意程度进行检测和评估，确保无障碍改造“改”到心
里、“造”出幸福。

“实施‘无碍’改造，构建有爱世界。”汝城县残联相关负
责人介绍，全县迄今共完成100户困难残疾人无障碍改造工作，
涵盖到改卫生间22户、改厨房灶台52户 、地面平整16 户、
装扶手护栏32处，配装护理床19张、热水器31套、浴凳22张，
以及安装紧急呼叫系统 10 个、太阳能照明灯10盏等，为本
身有障碍的残疾群众，改造出了“无碍有爱”的温情天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