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关于关于市政协第十五届一次会议
第 20230506号提案的回复

尊敬的吴鹏委员：

您提出的《关于关爱心智障碍者 减轻其家庭负担 打造

技能实践基地的提案》（第 20230506号）收悉。现答复如

下：

首先感谢您对残疾人工作的关心和支持。

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残疾儿童康复工作。各级残联组

织和卫生健康、医保等部门认真贯彻市委、市政府决策部署，

不断完善政策，提升服务质量，着力保障残疾儿童基本康复

需求，实现了有需求残疾儿童应救尽救，减轻了其家庭负担。

一、做好残疾预防宣传和新生儿疾病筛查

积极开展包括预防出生缺陷筛查暨“两筛”科普知识的

宣传教育活动，2022年共开展线上线下健康大讲堂“六进”
活动 1000余场次。通过微信、抖音、视频、快手等形式推

送包括残疾预防常识在内的各类卫生健康知识信息 24万条，

总受众人数达 2718万人次。官方微信号“健康郑州”共发布

健康科普类文章 1000余篇，阅读量超 1000万。“健康郑

州抖音号”共发布健康科普视频 741条，内容多次荣登郑州

同城榜、社会榜等多类别热搜榜单，播放量达 3.7亿。积极

主动地参与产前筛查及新生儿疾病筛查，真正做到早发现、

早诊断、早治疗，降低我市出生人口缺陷发生。采取有效措



施，保障怀孕妇女孕 21周前在自愿情况下至少免费接受 2
次产前筛查（产前超声筛查、产前血清学筛查）。对确诊的

先天性心脏病、唐氏综合征、神经管缺陷等严重出生缺陷病

例，及时给予医学指导和建议。全面开展新生儿苯丙酮尿症、

甲状腺功能低下、35种遗传代谢病、耳聋基因检测及听力

障碍筛查，全市筛查项目阳性患者随访管理率达 100%，确

诊患者均接受规范治疗。2022年，共完成新生儿听力初筛

106594 例，筛查率 98.1%；共完成新生儿“两病”筛查

107732例，筛查率 98.6%。共完成 35种遗传代谢病筛查

89667例；共完成耳聋基因筛查 89781例；共完成血清学

（唐氏）筛查 80827例，筛查率 55.5%；共完成产前超声

筛查 89234例，筛查率 63.6%。对筛查出的高风险孕妇进

行免费产前诊断共 2552例。

二、落实残疾儿童康复救助保障政策

2019年，我市出台了《郑州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郑州

市残疾儿童康复救助实施方案的通知》（郑政〔2019〕9号），

在《河南省残疾儿童康复救助实施办法》基础上，将救助年

龄从 0-6岁扩大至 0-14岁，中牟县扩大至 0-17岁，将智

力、孤独症康复训练补助标准从平均 16000元/人/年提高至

19000元/人/年，其中，城乡最低生活保障家庭、建档立卡

贫困户家庭和儿童福利机构收留收养的残疾儿童，残疾孤儿、

纳入特困人员供养范围的残疾儿童平均补助标准为 20000
元/人/年。2019年以来，全市共为 16000余名（人次）残

疾儿童提供了康复救助，其中智力残疾儿童和孤独症儿童



9000余名（人次）。全市各级医保部门认真落实残疾人康复

治疗保障倾斜政策，贯彻执行国家、省基本医疗保险诊疗项

目目录，将运动疗法、听力障碍语言训练、言语训练、截肢

肢体综合训练等 29个康复诊疗项目纳入医保支付范围，实

现基本医保、大病保险、医疗救助“三重保障”一站式结算，

切实保障参保残疾人康复治疗待遇能够按时足额支付。

三、不断提高康复服务水平

截至 2022年底，我市共有市、县两级残疾儿童康复救

助定点服务机构 80家，其中智力、孤独症康复机构 53家。

在救助工作中，残疾儿童监护人不仅可自主选择全市任何一

家智力或孤独症定点机构接受康复服务，还可自主选择全国

残联信息化服务平台残疾儿童康复救助管理系统中的全国

任何一家智力或孤独症定点康复机构接受康复服务。各区县

（市）残联根据残疾儿童监护人意愿，为其提供异地康复转

介服务。市、区县（市）残联依据中国残联《残联系统康复

机构业务规范建设评估指南（试行）》和《全市残联系统康

复机构业务规范建设评估实施方案》，从设备设施、人员配

备、服务内容、服务实施等 16个方面，积极指导康复机构

加强业务规范建设。各级残联积极组织康复技术专业人员业

务培训、观摩，推荐定点机构康复专业技术人员参加全省康

复技术人员业务培训，加强学习交流，不断提高残疾儿童康

复服务水平和康复效果。

尊敬的吴鹏委员，感谢您在百忙之中关注残疾人事业，

您提出关于残疾人就业工作的建议，我们将尽最大努力做好



工作。下一步，在市委市政府的领导下，我们将在全社会形

成理解、尊重、关心、帮助残疾人的良好社会风尚，为促进

我市残疾人事业发展营造良好环境。

2023年 5月 6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