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残疾人托养服务项目是关乎残疾人
幸福的一项重点工作。近年来，在市残
联的精心指导下，河津市残联以“居家个
性化托养+寄宿制集中托养+辅助性就
业”模式，有效提升了残疾人的生活质
量，实现了“托养一人，幸福一家，解放全
家”的目标。

今年，河津市为 240 名符合条件的
智力、精神和重度残疾的残疾人提供居
家托养服务，为 50 名符合条件的智力、
精神和重度残疾的残疾人提供寄宿制托
养服务，还通过辅助性就业的形式，让20
余名残疾人享受托养政策的同时，实现
了就业增收。

托养服务，主打精准

要让符合条件的残疾人切实享受到

惠残政策，就要以残疾人需求为先。以
居家托养来说，240 名残疾人的身体情
况、家庭情况及托养需求都各不相同，这
就需要实施精准化服务。

今年以来，河津市残联通过“政府购
买服务、第三方服务”的形式，精准了解
残疾人及其家庭情况，认真研制个性化
服务方案并建立“一人一册”服务档案，
由河津市泽英社会工作服务中心的16名
工作人员为残疾人提供居家托养服务。

生活照料、家政保洁、康复护理、功
能训练、精神慰藉、体格检查……工作人
员严格按照项目要求，科学、合理、适度
为残疾人提供个性化、多元化的居家托
养服务，改善残疾人日常生活环境，提高
残疾人及其家庭的生活品质，受到服务
对象的广泛好评。

“感谢残联对我们一家的帮助，社工
们对我就像亲人一样。我不仅身体少了
病痛，生活的勇气和信心也更强了。”河
津市柴家镇北张村残疾人景印珍说。10
余次入户贴心服务，帮景印珍缓解了内
心压力。她紧锁的眉头展开了，眼中多
了对生活的热爱和期待。

托养一人，幸福一家

“照看一个人，拖累一家人”，是许多

残疾人家庭的真实写照。河津市通过实
施残疾人集中托养服务，实现了“托养一
人，幸福一家，解放全家”这个目标。

“以前我们既要干活挣钱，又要分
心照顾孩子。现在，孩子在托养中心能
得到专业服务，我们也能安心上班。”

“我家孩子是去年过来的，到现在变化
很大，更懂事了，他很喜欢在这里生
活。”“我们生活上有人照料，还能提升
自理能力，对生活的热爱和激情也更多
了，在这里生活、工作，家里人更安
心。”……寄宿制集中托养，给50名残
疾人的家庭帮了大忙。

河津市残疾人托养中心按照“残联
主管、购买服务、机构实施”的模式运
营。工作人员根据残疾人具体情况，为
他们量身定制康复训练计划，让残疾人
及其家庭减轻了经济压力和精神负担，
增强了幸福感。

集中托养，不止于养

居家托养和集中托养为残疾人解决
了生活上的实际难题，让他们更加融入
社会生活，内心更加自信自强。这些残
疾人许多都具有劳动能力，只是受身体
限制无法就业。河津市残联将残疾人技
能培训和托养服务相结合，为他们提供

各项技能培训课程和就业机会。
目前，河津市残疾人托养中心已有

20余名残疾人通过编织中国结等项目实
现了辅助性就业。韩秀秀自去年入住托
养中心以来，她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人生价值得到更好体现。她的朋友昝美
好夫妻也在残联帮助下，享受到助残帮
扶项目资金，开启了网络直播的创业
路。

直播带货、编织中国结、唱歌休
闲……在托养中心生活，让他们收获
了友谊，找到了为之奋斗的事业，大
家互相鼓励、分享快乐，收获了满满
的幸福。“我还能用劳动换来收入，这
都是残联搭建的好平台。我们做的中
国结产品质优价廉，希望以后通过线
上线下渠道卖得更好，这样大家的收
入就能更高。”韩秀秀说。

如何高质高效为残疾人提供既符合
政策要求又能满足个性化需求的服务，
让服务对象尽可能感受到党和政府的关
爱和社会的温暖？河津市做出了积极的
探索，让残疾人群体受益良多。河津市
残联相关负责人说：“我们将以满足残疾
人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为奋斗目标，不断
提高托养服务质量，让更多残疾人增强
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为他们‘托举’
起幸福美好生活。”

河津以“居家个性化托养+寄宿制集中托养+辅助性就业”模式开展残疾人托养服务——

托养一人 幸福一家 解放全家

一套散发着墨香的新修订统编教
材，将在开学季摆上学生们的课桌。

2022 年 3 月，教育部启动了义务教
育道德与法治、语文、历史统编教材修订
工作。这套教材将于今年秋季学期开始
在全国小学和初中起始年级使用。

历时两年修订的教材有何变化？“新
华视点”记者采访了有关负责同志。

•看点一：
进一步体现育人为本、素养导向

2017年秋季学期，教育部组织编写
的义务教育三科统编教材正式投入使
用，2019年实现全覆盖。从实践反馈来
看，教材得到了师生的广泛好评和社会
的良好反响。

为何要对这版教材进行修订？教育
部教材局负责人介绍了修订背景——

首先，党中央对教材工作作出新部
署，要在教材建设中进一步强化国家事
权，充分体现党和国家意志，切实让学生
坚定理想信念、打好中国底色、厚植爱国
情怀，始终不渝听党话、跟党走。

第二，按照2022年新修订的义务教
育课程方案和课程标准，每个学科要着
力培养学生的核心素养，突出学科思想
方法和探究方式，强化实践，推进跨学科
主题学习。教材的编写理念、素材选择、
编排方式等，都要落实这些要求，进一步
体现育人为本、素养导向。

第三，2017 年三科统编教材投入使
用后，社会各界提出很多好的意见建议，
学界对教材也有很多新的研究成果，这
些都需要在教材修订中加以改进和落
实。

为做好修订工作，教育部精心组建
了修订团队。三科统编教材编委会和修
订组成员共200余人，包括来自高校、研

究机构、教研部门、中小学校的思政专
家、学科专家、课程专家、教研员和教师
等。

为充分听取一线意见，教育部组织
18个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
550 多所学校、2000 多名教师、10 万多
名学生对教材进行试教试用，通过课堂
教学检验教材的适宜性；组织 10 个省

（区、市）的 500 名中小学骨干教师和教
研员进行全面精细审读。

国家教材委员会相关专家委员会对
修订后的教材进行了严格的初审、复审
和多轮复核，通过后报国家教材委员会
审核。

经过两年多努力，教材编审工作全
部完成。“全面把好政治关、科学关和适
宜关。用心打造培根铸魂、启智增慧的
精品教材。”教育部教材局负责人回顾整
个工作历程时说。

•看点二：
进一步丰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

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学习内容

“首要任务是全面推进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二十大精
神进教材，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最
新成果系统有机融入，使之成为凝聚整套
教材的‘魂’。”教育部教材局负责人说。

比如，语文教材从《习近平著作选
读》（第二卷）选取《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
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作为
课文，并在教材相关栏目中引用习近平
总书记有关重要论述，让学生读原著、学
原文，深刻领会殷殷嘱托。

同时，在保持总体容量基本不变的
前提下，教材内容进行了调整优化，突出
中华文化立场，发扬革命传统，弘扬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

从《诗经》、诸子散文、汉魏古诗，到
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语文教材有
序安排古代汉语知识和文化常识的学
习，全套教材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选文
共353篇。

语文统编教材编委会主任王立军
说，语文教材还在原有基础上新选入《雷
锋日记二则》《井冈翠竹》等多篇课文，对
学生进行革命传统教育。

良渚古城、陶寺古城和牛河梁遗址
等代表性考古成果，被写入了历史课
本。

历史统编教材编委会主任徐蓝表
示，历史教材注重反映中华文明探源工
程成果，充实我国古代思想文化成就和
科技成果内容，彰显中华文明的连续性、
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

翻开新修订教材，时代气息扑面而
来。

语文教材中，《青春之光》是组织作
家实地采风创作的反映黄文秀事迹的课
文，《“蛟龙”探海》《天上有颗“南仁东
星”》等突出介绍了大国重器、国家英模；
道德与法治教材加强党的创新理论最新
成果的学习；历史教材呈现新时代的历
史性成就、历史性变革……

教材内容充分反映经济社会发展新
成就和学术研究新成果，民族性和时代
性进一步增强。

•看点三：
注重听取一线反馈意见

此次修订工作注重听取一线反馈意
见，破解重点难点问题。

加强幼小衔接方面，语文统编教材
修订后降低了教材难度：一年级上册的
课文从 14 篇减少到 10 篇，识字课从 10
课缩减至 8 课，识字量从 300 字调整至

280 字。拼音教学时间比原来增加 1 周
至两周，减缓了起始阶段的学习坡度。
科学安排识字写字序列，优先学习字形
简单、构词率高、生活中常用的汉字。

反映刘胡兰、董存瑞、黄继光、
邱少云等革命英雄及狼牙山五壮士等
英雄群像的选文，依然是语文教材的
重要内容。鲁迅先生的相关课文也没
有变化，共有 13 篇。

新修订教材采取系统融入、重点强
化等方式，进一步纳入国家安全教育、法
治教育、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
等相关重大主题教育内容。

“本次修订加强全套教材的一体化
设计，注重语言转化。同时，对法治教育
进行了统筹设计，以宪法为主线，共涉及
90余部常用法律；融合道德和法律，促进
德法兼修。”道德与法治统编教材编委会
主任路建平说。

此外，修订教材的封面、版式设计和
插图绘制按照反映学科特点、体现艺术
水准、彰显中华美学品味、符合大众审美
习惯和生活常识的标准进行了优化设
计。

新修订统编教材如何投入使用？根
据计划，义务教育三科统编教材将于3年
内覆盖所有年级。其中，2024年秋季学
期小学一年级和初中一年级使用；2025
年，小学一、二、三年级和初中一、二年级
使用；2026年，义务教育阶段所有年级全
部完成替换。

教育部近期已开展骨干教研员国家
级示范培训，各地将于8月底前完成授
课教师全员培训。同时，将持续开展教
材使用监测，及时了解教材使用情况，
充分听取社会意见，不断提高教材质
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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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务教育三科统编教材修订三大看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