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帮助残疾人的收获和感悟英语(实
用5篇)

体会是指将学习的东西运用到实践中去，通过实践反思学习
内容并记录下来的文字，近似于经验总结。那么我们写心得
感悟要注意的内容有什么呢？下面是小编帮大家整理的优秀
心得感悟范文，供大家参考借鉴，希望可以帮助到有需要的
朋友。

帮助残疾人的收获和感悟英语篇一

我家对面有个残疾人，他是个哑巴、眼睛有点盲，他叫“平
国忠”，奶奶告诉我他的名字的大概来历是“长大以后忠心
报答国家。”他虽然是个哑巴、眼睛又不太好，但是他却整
天用微笑度过每一天。

记得有一次，我放学回家，看见他站在马路上，我过去扶他
过马路，到了对面他摸摸我的头好像在说“好了，谢谢你！
小朋友。”我马上反驳他，开玩笑地说：“不要摸我的头，
不然我会长不高的！”他立刻收回手，从衣袋里掏出10元钱
来给我。可是，我说：“钱乃是身外之物啊！我不能要！”
所以我马上把钱藏进他的衣袋里，撒腿就跑了，我回头一看，
他那不知所措的眼神，好像在说：“这小子真懂事！”

我本以为他什么才艺也不会，居然他会拉二胡。

就在上星期天，我看见他在楼梯口拉二胡，我凑上去看，我
说：“借我拉一下，就一下！”他立刻把二胡给我，我一拉
就像放屁一样。我继续拉，一不小心把一根线给拉断了，我
吓了一身冷汗，说了一声：“对不起！”他居然没有骂我，
还朝我笑了笑。从口袋里掏出一根备用的线，把二胡的线换
好，微笑的拉了起来。



他用微笑度过着每一天。我们要向他学习微笑面对人生。

帮助残疾人的收获和感悟英语篇二

20xx年，25岁的小夏因为勤快又热心，被公开招选进了古城
社区，当了一名社区主任。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在与残疾
百姓息息相关的平凡岗位上一干就是四年。这些年来，小夏
心中时刻装着残疾人，同残疾人交朋友，建立了浓厚的感情，
她把爱心无私奉献给了这个特殊的群体。社区残疾人哪里需
要她就出现在哪里，哪里有困难哪里就有她忙碌的身影。她
是操持社区残疾人这个大家庭的主心骨，大事小事都操心。
她的仁爱温暖着每一位辖区残疾人的心坎，大家都亲切地称
她"小老夏"。

残疾人是社区人群中最需关爱的弱势群体，小夏深知"家"对
于社区65名残疾人来说是何等的重要。为了给残疾人安一个
温暖的家，她多次主动和县残联联系，取得了县残联的大力
支持。20xx年初，松阳县第一个"社区残疾人协会"在古城社区
挂牌成立了。"残疾人之家"建起来了，小夏时刻不忘如何让
这个家充满温馨和暖意。

每天到社区走街串巷的转一圈成了她的"必修课"，她发动社
区居民去关心、帮助残疾人，逐步建立了40余名社区建设积
极分子参与的残疾人工作网络，全面摸清辖区内65名残疾人
的基本情况，建立了规范的残疾人数据库。

每逢节日，小夏都把残疾的孤寡老人接到残协共度佳节，并
组织走访慰问贫困残疾人家庭。在此之余，为了丰富残疾人
的文化生活，小夏又跑社区共建单位，购置了残疾人文体娱
乐用品和电视、vcd等电器，建立了社区残疾人活动室，经常
组织残疾人开展如游园竞赛等各种文体活动。同时，为了便
于残疾人与自己联系，她还专门制作了"爱心服务卡"，上面
印有她的手机和电话，残疾人只要有困难，她是随叫随到，
毫不含糊。如今，社区残协被残疾人亲切地称为反映情况、



交流信息、倾吐心声的一个温暖的"家"。她，成了这个家真
正的"主人"。

过去，社区残疾人有什么事都得跑镇政府或县残联，自小夏
担任了社区残协主席后，他们有什么就直接找小夏了。小夏
以"心系残疾人，奉献爱心"为宗旨，为了提高社区单位和广
大居民"扶残助残"的积极性，小夏想方设法整合和充分利用
社区资源，建立了社区残疾人"爱心超市"和"爱心基金"。哪
位社区残疾人亟需生活物品，只要他们看中了哪样，小夏就
会将物品主动送上门；哪一位残疾人遇上棘手的困难或资金
问题，小夏就慷慨解囊或启用"爱心基金"为他们解燃眉之急。

20xx年6月，社区70岁残疾老人张大妈因心肌梗塞住院，家中
困难，交不起医疗费，小夏了解情况后组织了一次捐款活动，
社区居民都伸出了援助之手，一次性捐款近3000元。张大妈
眼含热泪说："夏主席的爱心感染了大家，我生活在这个社区
感到无比温暖。"老人的肺腑之言，道出了小夏处处关心残疾
群众，心系残疾百姓生活的高尚情怀。她，用爱心为残疾人
编织了一条"爱心纽带"。

"悠悠万事民为先，百姓才是头上天，我们要以平常心对待每
一位残疾人，任何事情都要说到做到。"这是小夏常说的一句
话。近几年，社区残疾人的就业一直是小夏非常关心的问题。
为掌握全面情况，她进张家，出李家，对社区每一位残疾人
的家庭状况、年龄和特长等基本情况做到了然于胸。然后跑
上跑下拓宽门路，掌握信息，并在社区建立了残疾人与用工
单位供需信息网、求助簿，利用社区与辖区单位和县残联的
协作关系，创造就业机会。

早年丧父又患小儿麻痹症的年青人叶峰，心理比较闭塞，几
经就业都干不下去，总觉得自己很没用，针对他的这种思想，
小夏用心理帮扶的方法以其身边典型的残疾人事例来说服和
鞭策他，使其心绪稳定，并通过县残联劳服所安置其到浙江
恒逸聚合物有限公司就业。几年来，小夏帮助残疾人和残疾



人的`亲属(儿女)落实就业16人，占社区有劳动能力残疾人总
数的47%，为残疾人和残疾人家庭解除了后顾之忧。在小夏的
工作轨迹里，还记录了一则则为残疾人帮困助学、落实社区
残疾人生活保障、为实现残疾人"人人享有康复服务"的目标
等等而忙碌奔波的事例，不胜枚举。她，为残疾人撑起的是
一片蔚蓝而温暖的天。

作为一名普通的共产党员，崭新的每一天，抹亮着每一个平
凡的日子。她没有豪言壮语，更没有丰功伟绩，只有诚心、
爱心、热心和执著的追求，甘于奉献的精神。她，用赤诚的
心浇铸着一种信念——全心全意为残疾人服务。

帮助残疾人的收获和感悟英语篇三

小娜是营子区桥西社区残疾人工作者，她热心公益、志愿服
务，她乐善好施、无私奉献，身影遍布桥西社区的大街小巷，
用爱心温暖着每一位残疾人。

她在社区工作16年，一直担任残协主席，热心为残疾人服务，
关心每个残疾人，鼓励他们树立信心，克服困难。她千方百
计为残疾人家庭排忧解难，帮助他们向民政、残联和社会各
界寻求帮助，为残疾人争取最低生活保障、补贴补助等。

残疾人小成、小立、小刘、小芹等等，他们都是先天残疾，
小娜通过走访，知道他们的需求，在残联支持下帮助他们安
装节能灯，整修门窗，免费发放轮椅等，到年底救助资金也
会发到这些困难残疾人家里。

小娜在社区工作到现在，为居民办的实事太多了，但是为残
疾人办的事情更多，因为她时常会说到：帮助别人，快乐自
己。



帮助残疾人的收获和感悟英语篇四

小辉，现在兴隆县农业银行工作。2018年7月，他了解到本县
榆树沟村小江突发重病致残且家庭陷入极度困难。刘家女儿
刚考入大学，儿子在上小学。不幸降临，单靠柔弱的妻子种
几亩地生活，收入廖廖无几，为了给小江看病不但花去了仅
有的积蓄，而且还向亲朋借了很多的钱。那是2018年2月，小
江在自家栗子树上剪枝时由于树杈突然折断从十几米高的树
上掉下，正巧摔在石包上，当时晕了过去，住院诊断为腰以
下截瘫，他是顶梁柱，他家的。生活就此崩溃！小江住院了
一段时间后，回到家每月的针药费都要花费千元，加上女儿
每年一万多上学费用，对于一个低收入家庭来说无疑是雪上
加霜。

小辉了解情况后，立即召集同学筹集资金，对小江家庭雪中
送炭。近两年累计捐助款物三万余元，并承诺一直资助孩子
们完成学业。同时他还资助其他3名学生，圆梦助学，大爱无
疆，坚持不懈。

帮助残疾人的收获和感悟英语篇五

小张在围场残联工作已有19年，始终恪职尽守，兢兢业业，
为残疾人办实事。

对残疾人在上学、就业、就医等方面遇到的问题，他积极和
相关部门合作，通过新闻媒体大力开展现代文明社会残疾观
教育，创立了一批残疾人自主创业、自强不息的典型，同时
开展残疾人绘画、摄影等各项活动，展示残疾人在各个领域
的风采。

针对残疾人交流难、办事难的情况，他积极为残疾人上门办
证，提出“残疾人办证评定费用全免，费用由县残联负担”
的建议并得到采纳，为去市级以上医院复评的残疾人每人补
助150元，每年为残疾人节省资金15万元，为残疾人及家庭减



轻了经济负担。

几年来共为贫困残疾人提供法律援助15件，直接调解纠纷3起，
为残疾人家庭挽回经济损失13万元，维护了残疾人的合法权
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