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治性、先进性和群众性，密切与残疾人的血肉联系，切实维护

残疾人合法权益，不断提升服务残疾人的能力和水平，团结引

领残疾人听党话、跟党走。 

二、工作目标 

在区委和区政府的重视与支持下，将加强和改进村（社区）

残协工作作为加强和完善城乡社区治理的重要内容，作为深化

基层残联改革的关键环节和重要着力点，推动基层残疾人组织

强基固本、履行职能、打通联系和服务残疾人的“最后一公里”。

街道残联要加强领导，统筹谋划，制定措施，拉长短板，补强

弱项，稳妥有序推进社区残协建设，确保在 2022 年底前实现

辖区内所有社区残协建设全覆盖，服务提水平，工作上台阶。 

三、具体措施 

1．坚持党的领导。坚持党对残协工作的领导，推动以党

建引领社区残协建设，为残协的发展把正方向。社区残协在社

区党组织领导下履职尽责、开展工作；充分发挥社区内残疾人

党员先锋模范作用，积极宣传党和政府的惠残政策，带动残疾

人群众，推动扶残助残工作融入党建活动中。 

２．增强残协代表性。广泛吸纳残疾人及亲友、社区“两

委”班子成员、居民小组长、网格员、社会组织负责人、扶残

助残爱心人士、志愿者等参与残协工作，扩展社区残协的代表

面，不断加强和充实残协的工作力量，形成良好的工作机制。 

3．健全残协组织。社区残协一般设主席 1 名，可由社区“两

委”成员担任；副主席 2 至 3 名，由残疾人及亲友代表、扶残

助残人士等担任；委员 3 至 5 名，由残疾人及亲友和各方面热



心服务残疾人的代表担任。按照残疾类别或区域分布设立若干

残疾人小组，实现对辖区内残疾人“一个不能少”的组织覆盖。 

４．明确残协工作职责。社区残协要切实发挥联系、维权、

服务等方面的基础作用，经常性联系辖区内各类残疾人，上门

入户，走访探视，及时了解掌握辖区内残疾人的基本情况，广

泛宣传残疾人事业和相关惠残政策，把党和政府对残疾人的关

心关爱传递到残疾人中；要积极主动向社区“两委”和街道残联

反映残疾人的需求和愿望，协调帮助残疾人解决困难和问题，

组织残疾人群众参与民主协商、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维护残

疾人合法权益；要增强服务能力，依托社区综合服务设施建立

残疾人活动和服务阵地，协助社区“两委”和街道残联把惠残助

残项目落实到残疾人中，多为残疾人提供就近就便的服务，组

织动员社会力量开展形式多样的志愿助残服务活动。街道残联

要积极探索吸纳社工人才和助残社会组织参与残协工作，提供

专业化服务。 

５．完善残协工作制度。社区残协要建立健全需求调查制

度，在动态了解持证残疾人基本服务状况和需求的基础上，逐

步掌握尚未持证但有服务需求的残疾人基本情况；建立入户访

视制度，特别是深入特殊困难残疾人家庭，现场了解残疾人真

实情况，及时反映困难诉求，协调推动解决；建立档案管理制

度，辖区内残疾人名册和各项工作档案要完整、规范；要有满

足工作需要的基本工作条件，推动无障碍设施建设。社区残协

工作职责、规章制度等应上墙公示，加快运用信息化手段，建

立残疾人需求与服务的动态管理。 



６．加强专职委员队伍建设。社区残协专职委员岗位是为

残疾人服务的工作岗位，主要职责是协助残协主席、副主席做

好辖区内的残疾人工作，宣传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国家各

项惠残举措，掌握残疾人基本情况，维护残疾人合法权益，配

合有关部门做好相关服务。社区残协委员中至少明确 1 名为专

职委员，负责残协的日常工作，其他残协委员配合专职委员开

展工作。专职委员要热爱残疾人事业，具备较高的综合素质、

较强的工作能力和奉献精神，能够履行岗位职责。要配强配齐

专职委员，规范选聘办法，在胜任工作的前提下，要优先选聘

残疾人或残疾人亲友担任。加强专职委员管理，建立完善考核

激励机制，坚持绩效评估和残疾人评价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考

核，实行能进能出的动态化管理，接受社会监督。通过公益性

岗位就业、提高补贴标准等途径，解决好专职委员的待遇问题。 

７．提升履职能力和服务水平。要将社区残协负责人和专

职委员的教育培训纳入残联系统教育培训计划，对残协主席、

副主席、专职委员、残协骨干等开展线上线下多种形式的教育

培训，深化理论武装，提升政治素质，增进工作交流，加强残

疾人工作政策业务培训，掌握残疾人工作基本知识和技能，学

习运用社会工作方法，提高履行职责、整合资源、服务残疾人

的能力。鼓励、支持专职委员参加社会工作者职业水平考试、

公务员考试和学历教育等。发挥“专职委员在线培训平台”作

用，加强专职委员教育培训。 

四、工作要求 

1．纳入“两委”工作。推动残疾人工作和残协工作纳入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