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张残联发〔2019〕15号

张店区 2019年度贫困残疾人家庭
无障碍改造实施方案

根据省市残联文件要求，为顺利完成 2019 年度贫困残疾

人家庭无障碍改造工作，进一步改善残疾人生活环境，现结合

我区实际，制定本方案。

一、基本原则

坚持家庭自愿和“经济、适用、必需”的原则，优先照顾

贫困户、低保户、重度残疾人、一户多残、多重残疾的残疾人

家庭，建立项目管理制度，确保进程公开公正。做到改造结果

方便实用，设施使用安全可靠，资金使用合理有效。

二、任务目标

（一）实施对象。2018年度残疾人基本服务状况和需求调

查中有无障碍改造需求的贫困残疾人家庭。

（二）改造内容。按照《张店区贫困残疾人家庭无障碍改

造工程项目实施规范》确定的改造内容施工。



（三）完成标准。残疾人家庭无障碍改造，按照省、市下

达无障碍改造计划，结合精准康复需求确定招标基数，资金统

筹使用。以满足残疾人独自完成日常生活、交往的基本需求为

标准，保证质量和安全。引入第三方评估机制，确保项目质量

和资金使用效果。

三、项目实施

（一）项目招标、资金到位（2019年 4月-5月）

采取项目公开招标的方式确定施工单位，施工单位要具有

相关资质、施工规范、服务良好、手续完备。招标采供项目资

料齐全、规范。积极协调上级拨付资金到位，争取区里的项目

配套资金。

（二）入户调查，登记确认（2019年 6月-7月）

以残疾人基本服务状况和需求信息数据动态更新调查为

基础完成基本的摸底调查工作，由区残联组织相关技术人员进

行入户调查评估筛选，确保筛选的残疾人家庭为确实需要无障

碍改造的贫困残疾人家庭，并对他们的需求项目进行登记。根

据我区的实际情况制定实施方案和项目实施细则、实施规范、

管理考核办法等规范性文件。

（三）“一户一策”、勘察施工（2019年 8月-10月）

中标单位技术人员，由残联相关工作人员陪同入户，根据

残疾人家庭需求和实际情况对残疾人家庭进行无障碍改造勘

察设计，并做好“一户一策”评估，与残疾人签订设计、施工

协议。施工单位根据前期勘察设计，对残疾人家庭进行无障碍

施工，确保施工质量、标准和符合残疾人的需求。严格按照相

关要求，做好改造前与改造后的照片拍摄对比等施工档案整理



工作。做好预算支出包括施工、耗材、辅助购置费、适配费等。

对市级配发的辅助器材做好适配和登记。引入第三方风险评估

机制。

（四）验收结算、回访录入（2019年 11月-12月）

由区残联相关人员或第三方绩效评估机构根据施工档案，

听取当事人家庭意见，逐一进行施工验收，并兑付项目资金。

将相关资料归档，档案资料要齐备规范，按照国家（省）任务

书录入数据库，内容齐全规范。整理好施工的经费入账、经费

支出凭证和相关单据。

（五）联系人及联系方式

区残联负责联系人：朱正 联系电话：2210581

区残联工作人员：成利军 联系电话：2210391

于修源 联系电话：2210391

施工单位联系人：李志杰 联系电话：13645335465

仲启中 联系电话：13645338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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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张店区 2019 年度贫困残疾人

家庭无障碍改造需求项目登记表

张店区 镇（办） 村（社区）

姓 名 性 别
出 生

年 月

残 疾

类 别

残 疾

等 级

残疾证

号 码

残疾人

年收入

户 籍

性 质

监护人

姓 名

家庭成

员情况

家 庭

住 址

家庭内

残疾人数

享受政

策情况

□低保；□建档立卡；□残疾人生活补贴；

□残疾人护理补贴；□临时救助；□其他救助

联 系

方 式

需 求

项 目

内 容

1.出入

口改造

□台阶改坡道；□设置轮椅斜坡板；□楼梯加设扶手；□过道加设扶

手；□地面平整硬化；□铺设提示盲道。

2.户门

改造

□户门加宽；□剔除门槛；□加设扶手；□加设门把手；□加设低位

窥视镜；□加设闪光门铃。

3.卧室

改造
□入门加宽；□加设扶手；□加设低位电源开关；□加设呼叫铃。

4.卫生

间改造

□入门加宽；□洗脸台低位改造；□安装拨杆式或单阀式水龙头；□

地面防滑改造；□蹲便器改坐便器；□安装扶手抓杆；□安装淋浴椅；

□安装紧急呼叫装置；□安装拨杆式淋浴阀。

5.厨房

改造

□入门加宽；□灶台低位改造；□厨柜低位改造；□水池低位改造；

□设置呼叫铃；□拨杆式或单阀式水龙头；□防触电装置。

6.其他

项目

需求人

意见

(签字)

本人自愿申请以上所选残疾人家庭无障碍改造项目。

签字： 年 月 日

调查人：



附件 2

张店区 2019 年度贫困残疾人

家庭无障碍改造工程“一户一策”项目评估表

改造户姓名 性别 年龄

残疾类别等

级
残疾证号 家庭人口数

家庭内其他

残疾人数
家庭住址 联系电话

残疾人生活状况（包括致残原因、身体状况、居住情况、康复情况等）

项目评估小组意见：

评估小组签名：

年 月 日



附件 3

张店区 2019 年度贫困残疾人家庭无障碍改造确认需求汇总表
填报日期: 年 月 日

序

号 姓名 残疾人证号 家庭地址
家庭无障碍设施需求种类

其 它
备

注
出入口

改造

户门

改造

卧室

改造

卫生间

改造

厨房

改造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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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张店区 2019 年度贫困残疾人家庭无障碍改造预(概)算表

残疾人姓名: 施工单位(个人):

序

号
工程或费用名称 说 明

计

算

单

位

数

量

预(概)算价值(元)

备注
单价 总价

计
其中:
人工费

计
其中:
人工费

1 坡道砌体

出入口改造

( 台 阶 改 坡

道、门前屋后

地面平整等)

m3

2 坡道填方 m3

3 坡道浇砼 m3

4 坡道抹面 ㎡

5 门前屋后地面平整 m3

6 卫生间墙面水泥砂浆
打底

卫生间改造

(地面平整，

蹲盆改坐便

器(马桶)等)

㎡

7 卫生间地面垫层 m3

8 卫生间墙面贴瓷砖 ㎡

9 卫生间地面贴瓷砖 ㎡

10 马桶并安装 只

11 低位灶台 厨房改造 个

12 室内地面填方平整
卧室改造

m3

13 室内地面贴瓷砖 ㎡

14 扶手并安装
楼梯、通道及
卫生间安扶手

米

(付)

15

16

金额总计(大写):(小写):

残疾人及家庭户主签名： 镇残联验收人签名：

施工单位（个人）签名： 区残联验收成员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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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

张店区 2019 年度贫困残疾人

家庭无障碍改造项目工程验收表

镇（办）残联(章)

残疾人

姓名
性别

□ 男

□ 女

出生

年月

残疾

类别

□肢体
□视力
□听力

级
文化

程度

经济

状况

□低保家庭

□特困家庭

家庭

住址

联系

电话

家庭无

障碍设

施情况

改造项目

及要求

改造后情

况（前后

对比）

残疾人

或残疾人

亲友签名

工程负责人

签名

实施小组

验收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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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6

张店区 2019年度贫困残疾人家庭无障碍设施改造协议书

镇(办)残联(以下简称甲方):

贫困残疾人(以下简称乙方):

根据上级残联《关于实施贫困残疾人家庭无障碍改造项目的通

知》精神，为确保本年度我县贫困残疾人家庭无障碍改造项目顺利实

施，经双方协商一致，达成以下协议。

一、甲方按照文件内容对乙方房屋无障碍设施建设适宜程度进行

调查，确定施工方案。

二、建设内容原则上适用于肢体残疾人家庭户门以内的改造项

目，具体内容如下。

(一)出入口改造：台阶改坡道或设置轮椅斜坡板；楼梯、过道加

设扶手；地面平整硬化；铺设提示盲道等。

(二)户门改造：户门加宽便于轮椅通行；剔除门槛；加设扶手、

门把手、低位窥视镜、闪光门铃等。户内实现无障碍通行。

(三)卧室改造：入门加宽；加设扶手、低位电源开关、呼叫铃等。

(四)卫生间改造：入门加宽；洗脸台低位改造，安装拨杆式或单

阀式水龙头；地面防滑改造；蹲便器改坐便器；安装扶手抓杆、淋浴

椅、紧急呼叫装置、拨杆式淋浴阀。

(五)厨房改造：入门加宽，灶台、厨柜、水池等低位改造，方便

坐轮椅者使用。设置呼叫铃、拨杆式或单阀式水龙头。防触电装置等

报警等等。

三、乙方要保证设计人员及施工人员能顺利进入家中勘察与施

工。施工完成后，改造施工中所发生有关费用，甲方概不负责。

四、施工完成后，乙方不得擅自改动、损坏安装的无障碍设施，

对于无障碍设施使用过程中造成的磕、碰等意外事故，由乙方自行负

责，甲方概不承担任何费用。

五、本协议未尽事宜，双方另行协商解决。

六、本协议一式三份，甲乙双方签字生效。

甲方代表: 乙方代表:
甲方(章): 身份证号:

20 年 月 日 20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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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7

张店区贫困残疾人

无障碍改造工程项目实施规范

一、项目实施内容

（一）按照残疾类别，确定改造内容。

肢体残疾人家庭

根据其残疾程度、活动范围及本人意愿等实际，着重对

其厨房、厕所、卧室等部位的基础设施进行有针对性改造，

包括改门、改坡、改灶、改水、改电、平整地面、安装坐便

器和扶手等，消除其居家障碍。对三级以上中重度肢体残疾

人家庭的服务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内容：室内地面应平整，卫

生间地面材质应用防滑砖，凡有门处不得设门槛并且门的净

宽应不小于 800MM；应在经常活动区域的墙面安装扶手，

靠墙处宜设置防撞板；入户门厅净宽应大于 900MM，应设

置带遥控开关的自动开启的门禁设备，有条件的可安装可视

对讲门禁设备，卧室、卫生间等照明灯应安装遥控或声控开

关；对坐轮椅者的卧室应在床的上方设置导轨式吊架，并延

伸到卫生间；对需要自行做饭的，应对其厨房依照有关标准

进行全方位的无障碍改造，以让残疾人能够畅通进出厨房、

独立完成做饭等家务；卫生间应设置导轨式吊架，配以安装

热水器等助浴专用设备，有条件的应设置浴缸，以方便重度

残疾人洗浴。坐便器侧墙应设置活动式 L形扶手，洗手盆或

盥洗台前端应设置扶手、下部应留出足够的移动空间，以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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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坐轮椅者使用。阳台应安装防止轮椅冲撞的挡板和手摇或

电动升降式晒衣架等等。

视力残疾人家庭

根据其残疾程度、社会参与及本人意愿等实际，对其主

要活动场所铺设盲道或提示盲道，安装扶手、语音对讲门铃

或盲人读屏软件，架设自来水、改装电器声控开关，以及配

置具有语音提醒功能的生活用品等。

听力、言语残疾人家庭

根据其残疾程度、本人意愿等实际，为其房屋安装闪光

门铃（或可视门铃），配置闪光开水壶、振动闹钟等聋人无

障碍生活用品；有与外界交流能力和愿望的，应为其创造交

流条件和无障碍环境。

智力、精神残疾人家庭

根据其残疾程度、本人（监护人）意愿等实际，改造其

家庭室内电源线路，安装高位遥控开关，安装安全防护网，

配置密码刀具箱等，以降低其居家生活风险。

（二）按居住地确定重点内容

居住在城镇

根据房屋结构限制情况，重点为服务对象改（新）建低

位灶台、加装洗浴设备等，按照《无障碍设计规范》（GB

50763—2012）“无障碍住房”标准改建室内设施；居一楼的，

要为其出入家庭创造无障碍通道和环境。

居住在农村

根据洗浴设施导情况，可根据其残疾类别和等级，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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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服务对象改（新）建洗浴、入厕一体的卫生间，安装太阳

能热水器或其他洗浴设施；改（加）装用水设施，以方便残

疾人生活用水；对房屋前后通道进行无障碍化处理，方便残

疾人进出等。

（三）根据残疾人家庭实际，确定实施内容。主要包括

无障碍设备和无障碍施工。

无障碍设备

包括发放沿墙及床头扶手、卫生间扶手或抓杆（洗手池

扶手、座便器扶手、淋浴扶手）、浴凳、热水器、报警壶（灶）、

闪光门铃、高低床、轮椅、语音提示（盲文）电饭煲、闹钟、

安全插座等，燃气灶、电视机、家用电脑、收音机等有助于

消除残疾人居家和交流障碍的生活用品用具。

无障碍施工

包括对厨房、卫生间、起居室、扶手、栏杆、坡道、门

口与厕所及厨房连接路的硬化等，墙壁粉刷、房屋吊顶等与

改善居住环境相关的改造施工。

二、具体项目实施规范

（一）厨房改造规范

1.厨房灶台设计的高低：可根据残疾人的需求来设计方

案，但地面到灶台净高不可低于 65 公分（轮椅便于伸入灶

台下），板下应是架空的，便于残疾人脚和椅伸入，人靠近

灶台便于操作；灶台地面改造时地砖铺设应考虑排水、流水

坡度。

2.厨房切菜工作台设计：根据残疾人习惯来设计高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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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需地势平坦，临近水龙头及排水处可生根的地方做成固定

的工作台，铺设防滑地砖时应考虑排水坡度。

（二）卫生间、浴室改造规范

3.无障碍卫生间和浴室的地面、墙面的施工基层的强度、

厚度，应符合设计要求。面层下各结构层的质量验收，随地

面各结构层施工工序验收。基层验收合格后，方可进行面层

的施工。

4.无障碍卫生间和浴室的地面、墙面、细部、洁具、电

气和智能化工程的施工及质量验收应符合现行国家和行业

标准《建筑工程施工质量验收统一标准》GB50300-2001 中

的相关规定。

5.卫生间扶手安装扶手时，钻孔需用电锤避免钻孔时把

墙砖给破坏。在钻孔后需用塑胶螺丝套插进孔内，并用钢钉

将扶手固定（固定扶手所需的固定孔必须孔孔固定到位），

切忌为图省事使用木桩插进孔内及使用铁钉固定，否则潮湿

环境下，这些扶手固定寿命达不到两年时间就会脱落，给残

疾人造成二次伤害

6.卫生间蹲便改坐便器，应注意下水改装、根据墙面扶

手、座便器移位等，不能图方便就在原地安装座便器，必须

靠墙施工，下面污水最好原孔排下去，如果坐便器排水孔离

原孔有距离，必须用砖砌一个平稳台阶，用 PVC排水管接至

原孔，防水处理简单，不会动下层排水管。

7.卫生间洗手台扶手安装，按残疾人的残疾情况来安装

一字型扶手或上翻扶手，并以卫生间大小来考虑适不适合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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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洗手台扶手，并且安装完后必须保持 1.5米的回转活动空

间，因为用轮椅来回转，保证轮椅正常进出，如不足 1.5m

的空间不能加洗手台，即浪费钱又给残疾人带来更多不变。

8.卫生间的洗浴椅，据残疾人的情况来设计是需要安装

固定靠墙面的洗浴椅或是活动式洗浴椅。

9.客厅进卫生间的门口处如有小门槛，用细石砼做成不

低于 1比 8的坡度比例（1:8），方便残疾人轮椅进出卫生间，

注意养护。在进卫生间的内侧靠门处，可安装短型的一字型

扶手（根据残疾人习惯），方便残疾人轮椅进出卫生间使力。

10.卫生间门扣除门框，至少保持净宽 80公分，如果是

全新安装门框，建议使用推拉门，并按门框材质，可将门槽

安装与地平面齐，如此就不需要在卫生间进出门框处另外加

装小坡道。

（三）起居室改造规范

11.无障碍住房地面、墙面的施工基层的强度、厚度，应

符合设计要求。面层下各结构层的质量验收，随地面各结构

层施工工序验收。基层验收合格后，方可进行面层的施工。

12.起居室的装饰装修、给水、排水与采暖、通风与空调

和智能化工程的施工及质量验收应符合现行国家和行业标

准《建筑工程施工质量验收统一标准》GB50300-2001 中的

相关规定。

13.户内、室内及与出口的连接处地面应平整、坚固、不

光滑。

14.厨房操作台、吊柜、壁柜，表面应平整、洁净、色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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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一致，不得有裂缝、翘曲及损坏。

15.厨房操作台、吊柜、壁柜的抽屉和柜门应开关灵活，

回位正确。

（四）扶手、栏杆改造规范

16.供残疾人使用的扶手应符合下列规定：

（1）坡道、台阶及楼梯两侧应设高 0.85m 的扶手；设

两层扶手时，下层扶手高应为 0.65m；

（2）扶手起点与终点处延伸应大于或等于 0.30m；

（3）扶手末端应向内拐到墙面，或向下延伸 0.10m。栏

杆式扶手应向下成弧形或延伸到地面上固定。

（4）扶手内侧与墙面的距离应为 40～50mm；

（5）扶手应安装坚固，形状易于抓握。

（6）安装在墙面的扶手托件应为 L 形，扶手和托件的

总高度宜为 70-80mm。

（7）不锈钢楼梯栏杆、扶手安装操作要点：

①栏杆立杆安装应按要求及施工墨线从起步处向上的

顺序进行。楼梯起步处平台两端立杆应先安装，安装分焊接

和螺栓固定两种方法。

②焊接施工时，其焊条应与母材材质相同，安装时将立

杆与埋件点焊临时固定，经标高、垂直校正后，施焊牢固。

③采用螺栓连接时，立杆底部金属板上的孔眼应加工成

腰圆形孔，以备膨胀螺栓位置不符，安装时可作微小调整。

施工时，在安装立杆基层部位，用电钻钻孔打入膨胀螺栓后，

连接立杆并稍作固定，安装标高有误差时用金属薄垫片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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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经垂直、标高校正后固紧螺帽。

④两端立杆安装完毕后，拉通线用同样方法安装其余立

杆。立杆安装必须牢固，不得松动。立杆焊接以及螺栓连接

部位，除不锈钢外，在安装完后，均应进行防腐防锈处理，

并且不得外露，应在根部安装装饰罩或盖。

⑤楼梯扶手安装，采用焊接安装（特殊尺寸除外）。使

用焊条的材质应与母材相同。扶手安装顺序应从起步弯头开

始，后接直扶手。扶手接口按要求角度套割正确，并用金属

锉刀锉平，以免套割不准确，造成扶手弯曲和安装困难。安

装时，先将起点弯头与栏杆立杆点焊固定，待检查无误后施

焊牢固。弯头安装完毕后，直扶手两端与两端立杆临时点焊

固定，同时将直扶手的一端经头对接并点焊固定，扶手接口

处应留 2-3mm 焊接缝隙，然后拉通线将扶手与每根立杆作点

焊固定，待检查符合要求后，按焊接要求，将接口和扶手与

立杆逐一施焊牢固。焊接时（特别是冬期施工），应掌握好

焊接电流、电压及焊接温度，以防电流过大或过小及电压不

稳，影响焊接质量和美观。焊接质量应符合有关规定的标准，

焊缝宽度、深浅要一致，表面应呈鱼鳞状，扶手接头焊缝应

严密，焊缝应无明显手感偏差。

⑥较长的金属扶手(单面扶手栏杆与超长栏杆）安装后，

其接头应考虑安装能适应温度变化而伸缩的可动式接口，可

动式接头的伸缩量，如设计无要求时，一般考虑 20mm。室

外扶手还应在可伸缩处考虑设置漏水孔。扶手根部与混凝

土、砖墙面的连接，一般也应采用可伸缩的固定方法，以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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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伸缩使扶手的弯曲变形。扶手与墙面连接根部应安装装饰

罩盖。

（五）坡道改造规范

17.供轮椅通行的坡道应设计成直线型、直角型或折返

型，不宜设计弧型。

18.坡道两侧应设扶手，坡道与休息平台的扶手应保持连

贯。

19.坡道侧面凌空时，在扶手栏杆下端宜设高不小于 50

mm的坡道安全挡台。

20.不同位置的坡道，其坡度和宽度应符合下表的规定。

坡 道 位 置 最大坡度 最小宽度（m）

1.有台阶的建筑入口

2.只设坡道的建筑入口

3.室内走道

4.室外通路

5.困难地段

1:12

1:20

1:12

1:20

1:10-1:8

≥1.20

≥1.50

≥1.00

≥1.50

≥1.20

21.坡道面应平整，不应光滑。户外坡道应以现有的环境

来设计和施工，有直角形坡道、折返型坡道、一字型坡道等，

按国家规范是（1:12），考虑许多家庭不具备这个比例条件，

但至少不低于（1:8）比例来设计坡道。

22.当门口与坡道不应直接对接，在环境许可下，出门到

坡道间应考虑有个缓冲地（带有防滑设计），以免残疾人因

为下雨路滑出大门后直接滑入坡道造成二次伤害任何形式

的坡道都应在整个坡道的中间处建一个休息缓冲平台，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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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积至少 1.5米回转空间，供轮椅转弯及残疾人休息扣除扶

手，净宽至少 90 公分，安装扶手后，在扶手到坡道边缘外

侧应保持至少 5公分，可保护扶手的落地生根，可更好的加

固坡道扶手不至于日久松动。

23.施工时，应考虑土质性质，需不需要土质加固，以免

施工完成后，遇到下雨或泡水，造成土质松动，坡道变形（夯

实、连砂石回填、素砼回填）。

24.坡道在扶手下内侧，应做两排踢脚矮挡墙，并与扶手

内侧竖直平齐，如此可防轮椅在上下时，轮椅前轮不置于卡

住扶手，造成不方便下陷或变形，进而影响坡道的结构。

25.坡道扶手应以实用性为主，不要在扶手上做些花样或

图案，这样反而会造成残疾人上下时的阻挡物。

26.在坡道出口处可用一根不锈钢管固定无障碍设施标

识牌，与坡道扶手焊接，生根与地面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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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8

张店区贫困残疾人家庭无障碍改造

目标考核细则

为确保2019年度贫困残疾人家庭无障碍改造项目按期完成，

提升群众满意度和获得感，完成《张店区 2019年度贫困残疾人

家庭无障碍改造实施方案》（张残联发[2019]15号）制定的任务

目标、工作重点，针对各镇（办）和施工单位的工作情况，特制

定此考核细则。

一、对镇（办）工作的考核（满分 100分）

（一）贫困残疾人家庭无障碍改造入户调查率。贫困残疾人

家庭无障碍改造需求入户调查率，入户调查人数占有需求人数的

比例，95%以上，得 25分；85%之上，得 15分；不足 60%的，

得 10分；不足 40%，得 5分。

（二）贫困残疾人家庭无障碍改造需求调查准确率。以项目

评估小组评估结果为准，贫困残疾人家庭无障碍改造入户调查情

况，占实际需求情况的比例，95%以上，得 30分；85%以上，得

25分；不足 60%的，得 20分；不足 40%的，得 15分。

（三）对施工项目工作的配合程度。按要求积极配合并完整

上报材料的，得 20分；配合较好并较全上报材料的，得 15分；

配合一般、上报速度慢、材料准备不全的，得 10分。

（四）贫困残疾人家庭无障碍改造抽查满意度调查。满意度

达到 95%的，得 25分；满意度达到 85%-95%的，得 20分；满

意度达到 75%-85%的，得 10分；低于 75%的，不得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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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加分项。被市残联领导视察或被区级以上媒体报道的，

每户加 10分；承担市残联验收任务的，每户加 5分。

（六）此次考核实行季度考核排名制度，年度综合考评结果

纳入区残联对镇（办）和残疾人专职干事的考核。

二、对施工单位工作的考核

按照《合同书》和《张店区 2019年度贫困残疾人无障碍改

造工程项目实施规范》的内容和约定进行考核，并按时予以拨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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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9

张店区残疾人家庭无障碍改造工程入户调查时间表

单 位 调查时间 户数 备注

湖 田 6月 3日、4日 26

中 埠 6月 5日 11

车 站 6月 6日 13

沣 水 6月 10日 14

南 定 6月 11日至 13日 37

公 园 6月 14日 10

科 苑 6月 17日、18日 22

傅 家 6月 19日至 21日 29

房 镇 6月 24日、25日 19

体育场 6月 26日、27日 19

和 平 6月 28日 16

马 尚 7月 1日 13

注：1、请各镇、街道办事处残联按此通知，安排好工作时

间，积极配合做好入户调查工作。

2、调查入户时间根据实际入户情况进行适时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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