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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残联和我会联合开展春节走访慰问活动

2022年农历新年前夕，省残联和我会联合组织开展困难残疾人春节走访慰问活动。省残联党组理事会领导带队，深入到

全省11个市、11个县的44户困难残疾人家庭，为他们送去慰问金和米、面、油、坚果、春联等慰问物资，同时为他们送上新

春的祝福。

走访慰问中，和困难残疾人拉家常、谈变化，了解他们实际生活中遇到的困难，千方百计为他们排忧解难，让困难残疾家

庭真正感受到党和政府的关怀以及来自社会各界的温暖。

图为省残联党组书记、理事长巩成与残疾人慕建林交谈

捐赠防疫物资 助力一线抗“疫”

2月下旬，太原市尖草坪区出现新型冠状病毒确诊病例。智汇科技（山西）有限公司积极履行社会责任，第一时间与我会

联系，将80桶75度酒精消毒液（2L）、1500瓶84消毒液（500g）、90桶84消毒液（10斤）的爱心防疫物资定向捐赠到太

原市残联，助力疫情防控。



爱耳护耳知识科普

耳道耵聍不需特别清理，少量的耵聍会随着运动时的振动和下颌运动自行排出。经常用耳

勺、火柴棒掏耳朵，容易碰伤耳道，引起感染、发炎，还可能弄坏耳膜。千万不要“享受”采耳

的“乐趣”，耳道奇痒难受时，建议及时就医，因为您有可能患了真菌性外耳道炎。

避免掏耳朵

耳朵发炎或者听力下降时，要及时看医生，不可以忽视。当生活中出现交谈时需要对方重

复、提高音量，讲话声不自觉加大，噪杂环境下感觉听不清楚声音等症状时，都可能是耳聋的征

兆，需要及时就医及早干预。尤以突发性耳聋为例，越早发现，越能得到有效的治疗。超过1月

再就医，听力恢复的可能性很小。

及时关注就医

很多人对于助听器的佩戴仍有较多误区，例如助听器越戴越聋，戴助听器代表残疾，不美观

等等。其实，助听器作为听力辅助设备，其工作原理是微型的电声放大装置，并不会加重听力损

失。而助听器的佩戴却能让听损人群尤其是老年人重新回归社交，避免老年人焦虑、抑郁和认知

能力的下降。

如何正确认识助听器？

远离KTV、酒吧、迪厅等噪声环境，或尽可能避免到太嘈杂的地方。当长时间暴露于高强

度噪声时，要严格采取防护措施，如佩戴防噪耳塞或耳罩。对于噪声场所的工作人员务必定期检

查听力，一旦出现噪声性耳聋需及时更换工作岗位。

避免长时间噪声环境

遵循“60-60原则”:即耳机连续使用不超过60分钟；耳机音量不超过总音量的60%。

务必安全使用耳机

爱耳日助残公益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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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助力山西省聋儿康复事业，关爱听障儿童，我会爱心捐赠山西省聋儿康复教育研究中心10万元，

组织开展实施2022年“启智行动”助残公益项目和“聪美行动”助残公益项目，项目旨在关爱听障儿

童，为山西籍3到6岁听障儿童提供康复训练救助。

聆听世界 感受精彩
山西省残疾人联合会党组书记、理事长 巩成

声音和世界互为一体，精彩的世界需要聆听。耳朵是我们身体中的重要器官，它可以感受自然界各种奇妙

的声音。鸟鸣、雨声、风声、花开的声音、火车的鸣笛、母亲吟唱的摇篮曲、小朋友的欢歌笑语……构成了和谐

有序的世界。罗丹说，“世界上并不缺少美，而是缺少发现美的眼睛”。如果套用这句话，我们认为，世界上并

不缺少精彩，而是必须有一双健康的耳朵来感受精彩。然而，在我们身边，却还有由于各种原因导致听力丧失或

听觉障碍的人，无法享受这美妙的精彩。今年3月3日是第23次全国“爱耳日”，活动主题是“关爱听力健康，

聆听精彩未来”。我们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残疾人事业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和考察调研山西重要指

示精神，按照省委、省政府部署，认真“实施5万名疑似残疾人诊断评定和残疾儿童抢救性康复救助服务项目”

和“残疾人精准康复服务行动”，保护残疾人权益，强化社会服务，为他们聆听精彩世界、享受高品质生活提供

保障，不断提升他们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同时，呼吁大家要牢记“个人是自己健康第一责任人”，关爱

自己的听力健康，关心孩子的听力发育，关注老人的听力损失，谨慎用药，降低噪音，安全用耳，科学保健。祝

大家听力健康，天籁常伴，享美好时代，听精彩未来！

（2022年爱耳日，发表于山西日报）

3月30日下午，“聆听未来·守护童音”助残公益项目正式启

动。项目旨在定向为太原市阳光狮语听障儿童康复中心的听障儿童筹

集康复训练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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