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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

明

西藏熙安信息技术有限责任公司经研究决定，已将公司名称变更为“西藏熙安信息技术有

限公司”，现声明原公司公章（编号：54010210049974）、财务专用章（编号：5401025001031）、发票

专用章（编号：5401025001032）作废。

特此声明

西藏熙安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2024年11月22日

声

明

西藏通嘎实业有限公司经研究决定，已将公司名称变更为“西藏通嘎致富仓储服务有限公

司”，现声明原公司公章（编号：54010310005195）、财务专用章（编号：54010310005196）、发票专

用章（编号：54010310005197）作废，初刻现法人章。

特此声明

西藏通嘎致富仓储服务有限公司
2024年11月22日

生活从“黑白”变成了“彩色”
穿过托养中心大厅，来到被称为“天然氧吧 ”

的中厅，映入眼帘的是一片绿意，桂花树、八角金
檀、竹子……此时，几名托养人员在暖阳下坐着，很
是惬意。再往里走，就是食堂。食堂干净整洁、窗
户明亮，配菜间，工作人员正忙着挑选、清洗豆角、
肉类等食材。这里配有5名厨师和2名帮厨，为确
保菜品多样化、营养均衡，菜谱每周都会更新一次，
并且每晚8点还提供宵夜。

“以前我都是一个人生活，最大的困难就是出
行和做饭。而且因为大腿骨折，生活更加困难。两
年前，在亲戚的推荐下，我来到了这里。这里基本
生活全都不用愁，护理人员还会及时为我们做检
查，真的很幸福。”洛桑卓玛说。

残疾人是全社会应共同关注和关爱的对象，残
疾人事业被誉为“春天的事业”。智力、精神及重度
肢体残疾人是残疾人中比较特殊的群体，他们中的
大部分人很难走出家门，走向社会。为切实解决这
类群体的特殊困难，托养中心提供生活照料、护理、
心理辅导和社会适应能力训练等服务，用家人般的
温暖和贴心式的服务，有效改善和提升残疾人的生
活质量，为他们带来稳稳的幸福。

洛桑卓玛今年41岁，二级肢体残疾，两年前来
到托养中心。托养中心优质的环境、贴心的服务得
到了洛桑卓玛与其他托养人员的一致认可，而托养
中心带给她的惊喜不止于此。在托养中心，洛桑卓
玛每日可以进行免费的康复治疗。经过长期的肢
体康复训练，她从原先走不了路到如今可以拄着拐
杖行走。

“照看一人，致贫一家人，拖累一家人”，这句话
曾是很多智力、精神、重度肢体残疾人家庭的真实
写照。托养中心提供的寄宿制托养服务，不仅减轻
了这些家庭的压力，还为他们的生活带来了阳光和
温暖，使得他们的生活从“黑白”转变为“彩色”。

爱在这里诞生也在这里传递
“慢慢来，走到这儿。”“你先坐在这里，然后慢

慢移动到那儿。”托养中心康复训练室内，康复师们
正耐心地为托养人员进行各种康复训练，温馨而专
业的氛围让人倍感亲切。

康复训练室主管扎西措姆介绍，康复训练室
的 3 位康复师均有康复师资格证。康复师在对
入托残疾人进行科学康复评估与家属进行有效
沟通的基础上，提出针对性的康复护理、能力提
升、饮食卫生等意见和对策，定期对残疾人康复
情况进行评估，适时调整康复方案，形成集每日
观察记录、康复方案、治疗措施、成效总结为一体
的“一人一策”。

“我每天的工作是为托养人员进行康复训练，
虽然日复一日，但是我并不感到烦闷。例如，一名
来自昌都的托养人员，最初连坐轮椅都费劲，但经
过3年的康复训练，现在基本能够自理日常生活。”
扎西措姆说，“来自那曲的格桑扎西，经过1年半左
右的康复训练，从站都站不稳，到现在借助助行器
可以‘飞奔’，不用助行器也能一次走几十米。看到
他们越来越好，我们都很开心，很有成就感。”

除了康复训练室良好的设备和康复师耐心细

致的服务，这里的住宿条件同样不错。住宿区所有
房间均配备有24小时热水氧气暖气、可升降护理
床，安装了衣柜、电视机等设施，重度残疾人员的房
间还配备有独立卫生间、淋浴间，其余住宿区也配
备了无障碍扶手和浴床。

康复训练室内，有的托养人员正在接受理疗按
摩，有的正在康复师的指导下慢慢地挪动步伐。阳
光透过窗户洒在他们的身上、脸上，笑容更显灿
烂。重度残疾、缺乏自理能力，内向自卑、不愿与人
交流，常常哭泣想回家……这几乎是每名托养人员
刚来到托养中心时的普遍情况。如今，大部分托养
人员已经具备基本自理能力，变得更加开朗大方，
会主动和大家打招呼……爱在这里生根发芽，也在
这里传递。

医疗康复与辅助性就业有效衔接
就业是让残疾人实现价值、实现梦想的有效途

径。为持续加大残疾人就业帮扶力度，托养中心在
提供看护、护理、就餐等基本照护服务的基础上，还
因地制宜开展藏香、串珠、香皂制作等辅助性就业
项目。通过积极探索医疗康复与辅助性就业的衔
接工作，托养中心不仅为托养人员提供了更加全
面、优质服务，还帮助他们成为追光者，在工作中展
现出优秀的品质和坚韧的精神。

走进藏香制作室，芳香弥散。洛桑卓玛与几名
托养人员安静地坐在方桌前，制作、分拣、包装藏
香，有条不紊地忙碌着。“我制作藏香和香皂已经一
年多了，公司提供原材料我们直接加工就行，公司
会按件计酬，我们有了一定的收入。”在赚取劳动报
酬的同时还能锻炼手眼协调能力，有助于康复，这
让洛桑卓玛乐此不疲。

“早”“瓜”“果”……在另一边的学习室内，几名
托养人员正跟着旺堆老师大声地朗读语文生词。
旺堆语气平稳有力，大家念得也很认真。学习室的
课程分为针对肢体残疾人的文化课和智力残疾人
的劳动及生活自理能力课。旺堆表示在这里上课，
需要更多的耐心和爱心。

“我来自林芝，去年4月份入住托养中心。目
前，我负责教授数学、语文、古诗等。这里的照护、
康养服务都很好，我们这里的托养人员几乎都是家
里有困难才过来的，这里的每一名工作人员都非常
关心我们。此外，我还在这里实现了辅助性就业，
每个月都有收入，感觉挺好的。”旺堆说。

记者了解到，在托养中心，像旺堆一样实现辅
助性就业的托养人员还有18人，并有3人经过托养
实现社会就业。除了藏香、香皂、串珠等辅助性就
业，还有舞蹈、绘画、唱歌等文体活动。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残疾人事业同
样需要现代化。在14亿人口整体迈向现代化的进
程中，残疾人也不能掉队。提及未来计划，托养中
心工作人员李玉龙表示，将加快推进自治区残疾人
托养服务的规范化建设，并逐步打造一支专业的残
疾人托养服务人才队伍。并将残疾人托养服务与
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确保将最困难、最急需的残疾
人兜住底、兜准底、兜好底，全面提升我区残疾人托
养服务的覆盖率。同时，探索残疾人居家托养服
务，让更多的残疾人得到及时就近的生活照料，逐
步形成可行的运行机制和管理模式。

托养+康复+辅助性就业
自治区残疾人康复（托养）服务中心点亮残疾人幸福生活

“这里是我们的前台，24小时都有护理人员在岗，旁边是输液室和医生值班室，可以进行简单的治疗、检查和开药等服务。”11月19日，记者来到
位于拉萨市曲水县的自治区残疾人康复（托养）服务中心（以下简称托养中心）。托养中心于2021年正式投入运营，配备了总服务台、治疗室、医务
室、托养对象宿舍、康复训练室、就餐区等基础设施，采取24小时集中托养照料模式。截至2024年11月20日，托养中心累计接收了63名困难重度残
疾人，目前有52名在托，服务覆盖全区7市（地）。 文/记者次吉 图/记者阿旺尼玛

此次采访，源于一则短视频。该短视频由托养中心的工作人员拍摄，记录了原先还不会跑步的托养人员格桑扎西朝着镜头跑来的情景。虽然他跑得
颤颤巍巍，但是步伐坚定。这让我产生了想了解他们生活的想法。而此次采访，也让我发现托养人员真的被照顾的很好。

来到托养中心，我看到基础设施完善，几乎所有托养人员的脸上都挂着微笑。在康复训练室，我看到一幕幕康复训练的场景，不禁感到心酸；在学习
室，他们认真学习生词的样子让我动容；在藏香制作室，他们努力工作的身影让我钦佩；在文体室，他们笑着唱歌的场景让我落泪。看到他们如格桑花般
顽强拼搏、热爱生活，我在内心深处默默为他们加油打气，同时也真心为我区在保障残障群体权益方面所做的工作点赞。

记者手记

托养人员正在串珠。

托养人员正在制作香皂。

托 养 人 员
正在串珠。

康复训练室内，康复师正耐心地为托养人员进行康复训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