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做好康复服务 落实救助工程
依据《山西省残疾儿童康复救助制度》《山西省残疾人基

本康复服务目录及补贴标准（2016年）》和《实施方案》，2024
年政府民生实事残疾儿童抢救性康复救助标准如下。

初筛阳性0~6岁（不满7周岁）儿童残疾筛查诊断救助
按400元／人给予一次性筛查诊断费用补贴。

0~15岁（不满16周岁）残疾儿童抢救性康复救助
◎为0~6岁（不满7周岁）的残疾儿童提供定点康复机构

全日制康复训练。一个服务周期为1年（12个月），每年训练
时间不少于10个月，每月不少于20天，每天基本的康复训练
时间不少于3小时（其中，个别化服务、单训、物理治疗、作业治
疗等不少于半小时）。救助标准为15000元/人/年。

◎为小年龄及已进入幼儿园的残疾儿童和7~15岁肢
体、智力、精神残疾儿童提供定点康复机构非全日制康复训
练。一个服务周期为1年（12个月），每年训练时间不少于10
个月，每月单训不少于20次，每次不少于1课时。救助标准
为9000元/人/年。

◎为7~15岁听力残疾儿童提供助听器适配后1年定点
康复机构助听器适应性训练。时间不少于1个月，每周至少
服务1次，每次不少于30分钟，救助标准为200元/人。为已
进入普通幼儿园的听力残疾儿童和7~15岁听力残疾儿童提
供人工耳蜗术后1年定点康复机构非全日制康复训练。每年
训练时间不少于10个月，每月单训不少于20次，每次不少于
1课时，救助标准为9000元/人/年。

◎为视力残疾儿童提供定点服务机构辅助器具适应训
练、视功能（感知觉）训练、适应能力训练等。每年训练时间1
个月，每周不少于3次，每次不少于1小时。救助标准为500
元/人/年。

◎因各种原因未能在定点康复机构接受康复训练救助
的0~15岁残疾儿童，由定点康复机构或家庭医生团队提供
社区个案康复训练服务。一个服务周期为1年（12个月），每
年服务时间不少于10个月，每月不少于1次，每次服务时间
不少于2小时。救助标准为3000元/人/年。

◎为0~6岁残疾儿童及其家庭提供康复知识培训、心理
辅导、康复咨询与指导、参与康复决策过程、寻求解决家庭困
境有效途径等支持性服务。一个服务周期为1年（12个月），
每年服务时间不少于10个月，每月服务不少于2次，每次服务
时间不少于2小时。救助标准为1000元/人/年。已接受社区
个案康复训练服务的残疾儿童，不再享受支持性康复服务。

◎0~15岁残疾儿童基本辅助器具适配需经专业机构评
估，按《山西省残疾儿童康复救助辅助器具基本配置目录》适
配或对基本辅助器具进行补贴。

◎肢体矫治手术按照《山西省残疾儿童康复救助制度》
和《实施方案》由各地组织实施。

◎一个服务周期内年满7周岁或16周岁的残疾儿童，原
则上不允许变更服务机构，中途不能结束服务，已申请的康
复救助内容及标准不作变动。

◎残疾儿童在同一年度内不得重复申请康复训练救助，
其中，多重残疾儿童可由家长（监护人）在同一定点康复机构
自主选择康复训练类别，但全年享受总救助服务标准不超过
单项康复训练救助标准。

“当周围特别吵闹的时候，耳朵是不
是不舒服，让我们来张开嘴巴、捂住耳朵，
这样听到的声音就会小很多。”

“这些动听的音乐、大自然的各种声
音都是通过耳朵让我们听到的，小耳朵，
本领大，我们一定要保护好自己的耳朵。”

3月1日，市残疾儿童教育中心的特教
室里一片欢声笑语，市健乐幼儿园的小朋
友正和听障儿童一起学习爱耳护耳知识，
小朋友们跟随小丑医生，一起听音乐、做游
戏，感受小耳朵的美妙功能，并在老师生动
的讲解中认识耳朵的结构，学会科学护耳
知识，从小养成爱耳护耳的良好习惯。

据市残疾儿童康复教育中心特教一
室科室长王丽艳介绍，目前，共有53名听
障儿童在这里接受免费康复训练，该中心
帮助部分孩子申请了免费助听器和人工
耳蜗植入术，很多孩子经过听觉康复、言
语矫治等训练后已全面康复，逐渐融入了
校园生活，孩子们可以与外界尽情交流，
聆听美好的声音。

“今年我省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要集
中精力办好15件民生实事，将‘残疾儿童
抢救性康复救助范围由0~6岁扩面到0~
15岁’列入其中，我们将以实现残疾儿童

‘人人享有康复服务’和‘应救尽救’为目
标，扎扎实实做好‘残疾儿童抢救性康复
救助工程’，让符合救助条件的残疾儿童
能够得到及时、有效、便捷的康复服务，努
力为残疾儿童群体及家庭解难事、办实
事，不断满足残疾儿童基本康复服务需
求。”市残联康复科负责人王军介绍说，截
至 2023 年 12 月，我市持证残疾人数
109006人，其中听力残疾人数为12311
人，占全市残疾人总数的11%，听力受损
很大程度上影响着这一人群的生活、学习
和社会交往。市残联将加强宣传教育引
导，着力提升公众听力健康水平，帮助群
众树立主动健康意识，做好早期干预、早
期预防工作，提醒广大新生儿家长及时为
新生儿做听力
筛查，坚持早发
现、早干预、早
康复原则，利用
先进的科技产
品帮助听力残
疾人告别无声
世界，回归主流
社会。

科学爱耳护耳 乐享品质“声”活
耳朵是聆听声音的窗口，是感知世界美好必不可少的器官。“爱耳日”活动期间，市残联通过开展知识普及、免费听力检测、残健融合等系

列活动，引导公众养成科学用耳行为，进一步提升全社会爱耳护耳，主动预防听力残疾风险的意识，充分发挥科技优势，为全民畅听赋能。

“大家尽量在安静的环境下佩戴耳
机，使用耳机应遵循两个60原则，即一次
使用耳机的时长不超过60分钟，音量不超
过总音量的60%，在日常生活中保护好我
们的耳朵，才能最大程度减少听力损伤。”
在市残疾儿童康复教育中心楼前，该中心
主任杨玉向过往群众发放爱耳日宣传手
册，并给大家讲解爱耳护耳的小知识，提
醒大家安全用耳、科学护耳。

据了解，现实生活中，成人听力损伤
主要是由于戴耳机引起的，个人音频设备

音量过大成为听
力下降的“第一杀
手”，随着社会大
众对听力保健的
关注度上升，安全
使用耳机也正在
被 大 家 慢 慢 重
视。从儿童启蒙，
到成人娱乐工作，
再到老人收听广
播，耳机是每个年

龄层都会用到的一种日常电子产品，很多
人在公交车、地铁等嘈杂环境中，使用耳
机往往会不自觉提高音量，这样长期不恰
当的使用耳机就会让耳内的听觉毛细胞
受到损伤，甚至死亡，从而导致不可逆的
听力损失，因此，要注意控制耳机使用时
间，切勿疲劳用耳。

除此之外，噪声对听觉器官的损害也
很大，很多人往往身处噪声的危险中不自
知。由噪声引起的听力损失称为噪声性
听力损失，噪声性听力损失可以是暂时
性，如果一段时间暴露于噪声环境下会导
致耳内听觉毛细胞疲劳，出现暂时性听力
损失或耳鸣，也可以是永久性的，长时间
暴露在大噪声环境下导致耳内听觉毛细
胞出现不可逆转的损害，这种噪声导致的
听力损失通常是缓慢进行的，初期不易察
觉，但听力损失往往不可恢复，因此，在这
种环境下工作的人，可以采取降低噪音源
的音量、远离噪音源、限制暴露时间，以及
佩戴听力保护设备等措施，定期检查听
力，预防噪声性听力损失。

关爱听障儿童 听见美好未来

远离噪音危害 保护听力健康

长治市残疾人联合会（康复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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