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年来，上海通过“数据多跑

路”实现“群众少跑腿”，提升城市

科学化、精细化、智能化治理水平，

为民服务迈入精准精细精致的新

道路。“一网通办”实施四周年，至

今，市残联共推出残疾人服务项目

67个，为残疾人开启了“智慧服务

之门”。

助力残疾人跨
越“数字鸿沟”，67个
事项逐一落地

为残疾人提供更便捷的服务，

始终是市残联工作的重中之重，为

了探索“互联网+政务服务”，各街

镇社区事务中心先后推出多项服

务残疾人措施，截至今年，已有67

项政务服务纳入“一网通办”，实施

了“两个免于提交”“不见面办理”

“跨省通办”“全市通办”“免申即

享”，集成了“助残一件事”“残保金

一件事”一件事一次办等优化内

容，全市残联系统政务服务能力和

水平显著提升。

“3年内将前期制定的公共服务

事项全部纳入‘一网通办’；残保金征

缴异议处理、免缴核销业务、超比例

奖励等三个事项纳入‘残保金征缴一

件事’；‘助残一件事’赋能升级，努力

让残疾人群众愿用、爱用，充分体现

‘高效办成一件事’改革成效”，市残

联相关负责人表示。

仅以“助残一件事”为例，市残

联会同相关部门推出“助残一件

事”主题板块，集合了残疾人证申

领、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重度残

疾人护理补贴、重残无业人员生活

救助、交通补贴、盲人证申办、聋信

卡套餐服务等16个高频业务事项，

残疾人可以根据需要“一站式申

请”，在线递交事项整合申请所需

最精简材料即可，以“数据跑路”代

替“群众跑路”，助力残障人士同享

“一网通办”便利。

盲人林先生最有感触，过去，

他因为视力障碍、不会上网，出行、

办事处处受阻。“现在，使用随申码

就可以享受交通出行及文化场馆

相关优待；凭借打印离线码可以做

核酸检测和乘坐公共交通。我感

受到了数字化带来的便利。”

无需来回跑，动
动手指20多分钟就
可搞定

张晶晶是上海现代建筑装饰

环境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的人力

资源部员工，她负责的一项工作

是缴纳残疾人保障金，至今已6年

多。2021年之前，她每年都要跑

黄浦区残疾人劳动服务所，那时

劳 服 所 在 中 山 南 路 南 浦 大 桥 附

近，从办公地到缴费地乘公交需

要40分钟。

每次缴费，她通常要排10多人

甚至30多人的长队，最多要等2个

多小时。缴费安排在7月份，因此

每到这时她都要“战高温”奔波在

外，包里带着残疾人身份证复印

件、残疾证原件等各种资料。

2021年“残保金一件事”上线

后，缴费变得非常简单了，张晶晶只

要在办公室打开电脑、动动手指，20

多分钟就可以搞定。更让她感动欣

慰的是，根据去年使用后出现的问

题，今年页面操作做了改动，增加了

页面提示、优化了“残保金一件事”

服务方案，网办“残保金一件事”更

好用，她也越来越喜欢用了。

据介绍，残保金缴纳涉及全市

50多万家单位，过去为了完成这项

工作，相关部门要在每年6月寄出

50多万份信函，通知这些单位在规

定的时间缴纳残保金，而在发函的

过程中因为地址错误、信件遗失

等，大量信函难以送达相关单位。

推出“残保金一件事”后，困扰缴费

单位许久的难题迎刃而解了。

目前，“残保金一件事”在各区

行政服务中心都可线下受理，各中

心开设自助服务指导员和残联专

窗，提供标准化优质受理服务；而线

上创新开发了“重新申报”“残保金

免缴、核销”“线下异议处理”和“特

殊单位线下申报”等模块，确保各类

用人单位都能找到申报的渠道。

优化办事流程，
在需求最多、受众面
最广的事上找答案

残疾人从出生到读书、就业、养

老，涉及医疗、维权、福利待遇等事项

无数，如何在这千头万绪中找出他们

最迫切需要解决的难题呢？解剖刚

刚上线的“免申即享”，从中就可以找

到答案。

今年 11月 1日上线“免申即

享”后，符合条件的残疾人，无需主

动提出申请，无需填写申请表、交

材料，交通补贴就会默认拨付到与

残疾人社保卡关联的“一卡通”银

行账户。之所以在短时间内促成

“免申即享”尽快上线，主要基于三

方面的考量：

一是惠及面广。残疾人交通补

贴是一项涉及残疾人的基本民生政

策，也是一项上海特有的、面向残疾

人的普惠性政策，新评残的残疾人，

只要符合条件基本都会申请，申请率

近100%。

二是对象明确。政策条件设置

简单，所有本市户籍，且在65周岁以

下（不含65周岁），持有效证件的残

疾人、残疾军人和伤残人民警察都可

以申请上海市残疾人交通补贴。

三是业务量大。据统计，目前申

请交通补贴的残疾人总数达到了27

万人，而每年新增的办件量达2万多

人次，其业务量在社区事务中排在前

50名。成功实现“残疾人交通补贴”

免申即享后，实现了“升级版”政策找

人、“一步式”直接兑付、“一卡通”默

认拨付，受益者良多。

据了解，有了包括“免申即享”在

内的“一网通办”服务，今后，只需通

过数据共享、大数据分析，就能精准

匹配符合享受政策条件的人员，残疾

人无需主动提出申请，即可实现政策

和服务精准找人，为后续市残联政务

服务改革提供了一条新思路，市残联

将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服务好残疾人

群众，让残疾人在数字化城市建设中

共享发展红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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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 31日，2022年世界城市日

全球主场活动暨第二届城市可持续

发展全球大会开幕式在上海举行，这

是继2014年之后世界城市日再次回

到上海，意义非凡。值得一提的是，

此次大会首次出现了中国的国际手

语翻译，这支来自上海市残疾人联合

会组建的队伍，在世界城市日大会上

闪耀亮相。

成为国际会议手
语翻译，需要几步

据世界聋人联合会统计，世界上

约有7200万名失聪者。他们使用的

手语共计300余种。而国际手语则可

供失聪者在国际会议以及旅行和社

交时使用。

手语翻译是个复杂的工程，从接

收到传递信息需绕多个弯，此次活动

上的国际手语翻译更加深了难度。首

先由健全的手语翻译将英文同传或中

文声音转化成中国手语，再由会国际

手语的聋人翻译转化为国际手语。

收到联合国相关要求后，上海市

住建委和上海市残联一同商谈有关

方案，在全市范围遴选擅长国际手语

的翻译老师，确定人选后随即进行了

紧急培训和研讨。考虑到各种因素，

即便最终上场的是两组四位队员，遴

选方案里还是设置了两位队员作为

替补以备不时之需。

为此次大会服务的七人队伍，由

上海市残联宣文体处负责人担任领

队，洪泽、周佳艺、唐文妍、郭奕敏、陈

伊佳、寇辰珠六人负责手语翻译。此

次招募来的队员当中有不少熟悉的

面孔，她们多数参与过疫情发布会的

手语翻译工作，为上海数万听障人士

提供了实时“观看”新闻的平等机

会。由于洪泽和周佳艺曾多次在国

际活动上使用国际手语，所以由她们

负责把现场队友的中国手语翻译转

化为国际手语。

“提词器、服装、滚动字幕、同传

耳麦……”在此次手语翻译团队里，

唐文妍是中国手语翻译，也担任了现

场的记录工作，翻开她的笔记本全是

给大家的提示点。本身在校园里就

学习过手语的唐文妍表示，校园里的

学习和真正的手语翻译还是有差异，

需要和聋人朋友多交流，才可以让地

道的翻译更抵人心。

十二年后的携手
同行，有你有我

大会开幕前，手语翻译队伍来到

会场进行最后的准备。进入主厅的

时候，大家看到日程安排都有点激

动。现场，每个队员都在机位前试起

了站姿、位置、表情，也和远在大洋彼

端的联合国人居署进行了视频会议

连线调试。

洪泽是上海市聋人协会主席。中

国手语、美国手语、国际手语，洪泽精

通的手语达3种。据她介绍，日常用

到国际手语的场合不多，印象深刻的

是2005年在沪举办的第17届世界聋

人联合会亚太地区代表大会，她和来

自亚太地区12个国家地区的代表一

同参会，再就是2010年的世博会了。

“我还在世博会上，巧遇到当时在美国

学校读书、回国带美国聋人团队参观

世博馆的周佳艺！”洪泽和周佳艺用手

语比划着这段，大家都开心地笑了。

周佳艺如今是一名聋人视觉艺

术家和平面设计师，因为在美国留学

7年，所以对美国手语非常精通。她

说，美国手语与国际手语大概有70%

类似，所以上手要更快一些。周佳艺

曾在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前往香港实

习，在那里，她第一次接触到国际手

语，“当时正好了解到有国际手语课

程，我就积极报名学习了”。如今，当

时学习的内容派上了大用场，在现场

她不断温习着手上的资料，和洪泽认

真商榷着各类用法。

聚是一团火，奏
响无声世界“最强音”

10月28日，是大家首次在大会现

场排练的日子。和主办方多次协调

后，手语翻译的背景、电视画面手语

框等技术问题得到了解决。但还有

一个问题犯了难：需要有人来滚动提

词器上的字幕。现场主讲人的发言

速度不一，担任此项工作必须是懂手

语的专业人士，本是替补队员的寇辰

珠和陈伊佳当即上阵。

市残联宣文体处和组联处等相

关部门，从发起遴选、多方协调到彩

排现场都认真组织，每场讨论会也由

市残联提供会议室。每周六位队员

都会雷打不动出席讨论，即便一开始

被安排作替补队员，陈伊佳还是坚持

驱车2小时以上和队友们汇合。聚是

一团火，就是这支队伍的力量。

“上场前，我们只有一些远程出

席的嘉宾视频可以提前准备”，唐文

妍说。虽然手上有一些素材，但由于

会有临场变动的可能，所以大家会准

备得更加充分。因为涉及国际会议

专业词汇，也给翻译增加了难度，在

每周的会议上，大家会对之前在网上

找到的资料进行复盘。

翻开寇辰珠的素材集，密密麻麻

的笔记是大家对部分词语商榷后进

行的调整。她说：“我们会进行一些

转变，让听障人士理解意思，像可持

续发展这样的常见词汇我们会提前

准备，但其他临场遇到的词汇就要靠

平常的积累了。”

功夫在诗外，大家内心的笃定来

源 于 队 友 们 都 是 身 经 百 战 的“ 老

兵”。此次参加大会的手语翻译中，

上海第一聋哑学校副校长郭奕敏从

事手语翻译20余年，在和大家的讨论

会中，手语早已成为郭奕敏的本能反

应。即便是90后的陈伊佳，也已经从

事了近10年的手语翻译工作。

这是上海市国际手语翻译首次

参与此类联合国级别会议，上海市残

联党组理事会领导对于此次活动高

度重视，表示将继续挖掘好、培养好

国际手语翻译人才，奏响新时代无声

手语翻译人才工作的“最强音”，并鼓

励更多人才在国际舞台上彰显风采，

展示中国关爱残疾人事业、彰显人道

主义精神的同时，成为世界了解中国

残疾人事业的一扇窗口。

嘉定区一位66岁老人，在法律工

作岗位20多年，近年来把时间和心思

花在为残疾人维权上，接手残疾人维

权案70多起，被当地人点赞称为“助

残律师”。10月25日，嘉定区举办

“吴金平阳光维权工作室”揭牌仪式，

标志着本市首家个人助残维权工作

室成立。市残联党组成员、副理事长

郭咏军出席仪式并讲话。

培养“法治带头
人”“法律明白人”

吴金平原先从事企业管理工作，

出于对法律工作的热爱，20年前他转

行从事法律工作，之后通过司法考试

正式成为一名律师。吴金平在多年

受理案件过程中发现，残疾人维权比

普通人更困难。来维权的残疾人，大

都学历低，收入低、生活困难，比普通

市民更需要帮助。

曾有一位肢残老人来律所咨询，

老人因为儿子不赡养气愤不已，泣不

成声。为了安抚老人，吴金平足足花

了3个多小时，最终老人脸上露出了

笑容。之后，经吴金平多次做工作，

儿子赡养老人问题终于得到解决。

2018年5月，吴金平参与嘉定区

残联“阳光绿色通道”，专门为有维权

需求的残疾人提供司法救助。从此

以后，他就全身心投入到嘉定残疾人

维权工作中。现在每天早上8点一

过，吴金平就来到工作室，只要不外

出打官司，区残联没有特别工作安

排，他都会在自己的办公桌前认认真

真为残疾人咨询、写代理词，为残疾

人提供法律服务。至今已经接手残

疾人维权案件70多起。

多年来，嘉定区残联在帮助残疾

人维权方面积极探索，注重发挥热心

残疾人事业、真心耐心服务残疾人的

优秀律师作用，有效维护残疾人合法

权益。

此次区残联联合区司法局，建立

以吴金平律师名字命名的区残疾人

阳光维权工作室，强化法律咨询、法

律救助服务、人民调解、法律宣传、队

伍培养等五项职责，着力培养残疾人

“法治带头人”“法律明白人”。

据悉，嘉定区建立了以12个街镇

残疾人工作者、优秀残疾人、残疾人

普法工作者、律师等组成的“法治带

头人”“法律明白人”两支队伍，通过

“吴金平阳光维权工作室”的跟班跟

学、调研走访、回访、考核等四项制

度，提升两支队伍的法律服务能力，

积极化解残疾人矛盾纠纷，更好保障

残疾人权益，让残疾人感受到便民法

律服务的温暖。

带动更多阳光
助残维权工作室成立

在揭牌仪式上，郭咏军指出，“吴

金平阳光维权工作室”是全市第一家

以律师个人名字命名的残疾人维权

工作室，对上海残疾人事业中法治残

联建设具有里程碑意义，希望带动更

多的阳光助残维权工作室成立。

他同时对今后工作提出了要求

和希望。首先，要充分认识做好残疾

人公共法律服务的重要性，建立健全

公共法律服务体系，为残疾人提供更

多、更优惠、更便捷高效的公共服务

和法律服务。

其次，明确法治残联建设的工作

要求和主要任务，形成工作合力。以

残疾人公共法律服务需求为导向，增

强在律师、公证、人民调解、司法鉴

定、法律援助、法律宣传等方面为残

疾人提供公共法律服务的能力。

最后，希望嘉定区残联以“吴金

平阳光维权工作室”揭牌为契机，进

一步实践探索，开创新时代残疾人权

益保障工作新局面，闯出一条可复制

可推广的路子。

书写残疾人事业新答卷，让城市温暖触手可及

“一网通办”开启“智慧服务之门”

沪首家个人助残维权工作室成立

中国国际手语翻译
亮相全球大会

（本版图片均上海市残联提供）

▲ 为大会服务

的七人团队

 周佳艺（左）

和唐文妍（右）是搭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