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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为
“三好作品”

︵
采作
编品
过简
程介
︶

2024 年 11 月 28 日至 30 日，中国国际福祉博览会暨中国国际康复博览会在北京举行，本

届福祉博览会以“科技赋能，共享福祉”为主题，集中展现了近年来我国在助残科技创新

方面取得的最新成果。

中国残疾人杂志社以沉浸式体验福祉博览会为主题，通过 4篇系列报道，由记者跟随盲人、

聋人、肢体残疾人，对本次福祉博览会上的适合不同残疾人需求的助残科技产品进行展示，

通过不同残疾人的体验，展示了科技产品所带来的便利。同时，报道中还对本次展会的主

办方负责人进行采访，详细介绍了展会的亮点。

本次报道一改传统展会报道的形式，从残疾人的角度切入，以残疾人的真实体验展现了助

残科技产品为残疾人生活带来的种种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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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
会
效
果

该系列报道形式生动活泼，内容深入浅出，将助残科技成果展示与残疾人真实体验紧密结

合。在进行报道的同时，也通过跟随残疾人无障碍逛展这一形式，将“平等、融合、共享”

的理念贯穿其中。报道推出后，受到残疾人和残疾人工作者的广泛好评，以及行业专家的

充分认可，获得中国残联相关领导以及展会主办方的肯定，并被多家媒体等转载。

传
播
数
据

新媒体传播

平台网址

1
https://mp.weixin.qq.com/mp/homepage?__biz=MzAxMDA1Njg5Mg==&hid=

11&sn=fe2a252b2c7e1e74e5c9fc17c6e517c8&scene=18#wechat_redirect

2 https://www.chinadp.net.cn/magazine/article/shipin.html?page=3

阅读量（浏

览量、点击

量）

17083 转载量 214 互动量 222

︵
初推
评荐
评理
语由
︶

中国国际福祉博览会暨中国国际康复博览会是我国唯一一个关于残疾人、老年人福

祉行业的国家级展会，2024 年该展会围绕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和

2024 年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关于“加强健康、养老、助残等民生科技研发应

用”的部署，着力展示近年来助残科技创新最新成果在残疾人辅助器具方面的应

用。该系列融媒报道紧扣“用科技辅具助力残疾人美好生活”，这一主题，报道角

度新颖，用情用力讲好、传播好“科技助残”故事。

采访中，该系列报道展现了制作团队深入扎实的专业素养，通过残疾人的视角切入，

使新闻内容既包含了助残科技产品的介绍，又展现了残疾人在体验使用时的真实反

馈，同时也不乏对我国辅具产业、助残科技发展的深度解读。整篇报道内容丰富，

兼具深度与温度，给人留下深刻印象。这种跟随残疾人视角沉浸式体验展会的报道

形式，也进一步提升了新闻内容的传播效果，引起了残疾人受众的共鸣。

签名： （盖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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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 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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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中国残疾人杂志社

微信公众号
2、中国残疾人网
3、中国残疾人杂志社

视频号
4、中国残疾人杂志社
抖音号

新媒体

2
“智”听世界｜跟随聋人朋

友逛福祉展

新闻

专题

0时 6分

29 秒

2024 年

11月30日

1、中国残疾人杂志社

微信公众号
2、中国残疾人网
3、中国残疾人杂志社

视频号
4、中国残疾人杂志社
抖音号

新媒体

3
畅行无阻｜跟随轮椅朋友逛

福祉展

新闻

专题

0时 4分

28 秒

2024 年

11月30日

1、中国残疾人杂志社
微信公众号
2、中国残疾人网

3、中国残疾人杂志社
视频号
4、中国残疾人杂志社

抖音号

新媒体

4
面对面｜四大看点看懂福祉

展

新闻

专题

0时 3分

32 秒

2024 年

11月30日

1、中国残疾人杂志社
微信公众号
2、中国残疾人网

3、中国残疾人杂志社
视频号
4、中国残疾人杂志社

抖音号

新媒体

1.附在参评作品推荐表后。2.三篇代表作必须从开头、中间、结尾 3 个阶段

分别选择 1 篇代表作，并在“备注”栏内注明“代表作”字样。3.填报作品

按发表时间排序。4.音视频内容应填报时长。5.广播、电视、新媒体作品在

“刊播日期”栏内填报刊播日期及时间；在“刊播版面”栏内填报作品刊播

频道、频率、账号和栏目名称。6.新闻纪录片项目中的系列纪录片作品请填

写此表。

此表可从中国记协网 www.zgjx.cn 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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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之眼丨跟随盲人朋友逛福祉展

记者：大家好，我是中国残疾人杂志社的小编钰清。一年一度的中国国际福祉博览会开幕了，

这里汇聚了许多前沿产品和新技术，集结了全球康复辅具产业的顶尖品牌和优质买家资源。

今年会展的主题是“科技赋能，共享福祉”。我们邀请到了一位朋友郭家乐，今天她和我们

一起来逛展。欢迎家乐。

郭家乐：你好，钰清。

记者：你好，家乐。也欢迎家乐的导盲犬盖莉。

郭家乐（代盖莉）：大家好，我是盖莉。

智能助盲帽项目负责人 朱其威：文字识别。有物品识别。

郭家乐：在拍照是吗？

智能助盲帽项目负责人 朱其威：您可以体验一下，您可以手触摸一下，上面这个是我们的超

声波探头，它可以探测到前方障碍物。往前摸一下，这边是有一个咱们的摄像头，它就相当

于您的眼睛，它可以帮您去实现看见这个世界，看见文字，可以进行远程视频导盲，我们亲

友通过远程的方式就可以看到他的信息了。这上面信息就是咱们这摄像头的信息。这是探障

功能，您可以把它打开。

郭家乐：我走路的话就往前走就可以了。

智能助盲帽项目负责人 朱其威：对。比如您现在往前走，可以慢点听下声音的变化。您往前

走，是不是声音变快了。

郭家乐：好像是变快了。是变快了，越来越快！

智能助盲帽项目负责人 朱其威：然后您可以摸一下，我们这个老师就站在前面。

郭家乐：离障碍物越近，它声音越快。

记者：我和家乐现在是来到了上海交通大学的展台，这里最出名的就是我们的六足导盲犬了。

郭家乐：这是眼睛。耳朵吗？

导盲六足机器人项目工作人员：这是他的腿。它有六条腿，您刚才摸的是它的前腿。

郭家乐：这是前腿。

导盲六足机器人项目工作人员：然后您可以再往这边，再摸它的后面。这是它的身体。

郭家乐：哇，真的，那它和狗的长度差不多。他的腿确实是很强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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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盲六足机器人项目工作人员：对，多两条腿。您可以往这边摸，这边有一个盲杖。

郭家乐：哦，这还有盲杖。

导盲六足机器人项目工作人员：对，它其实和您的导盲犬（的鞍子一样的）。

郭家乐：跟鞍子是一样的。根据我的身高可以（调节）。

导盲六足机器人项目工作人员：您可以这样上下（调节）。

导盲六足机器人项目负责人 高峰：机器人本身要有很好的环境适应性，比如说路面不平，有

台阶，有红绿灯，有斑马线，都要自己能走。再一个室内的环境也是一样的，你像这个嘈杂

的环境，这么多人，你能不能不撞人去，这个也对机器人来说是一个挑战，这个要自主避障。

就是这个机器人和盲人之间要有交互。交互呢，主要是通过语音交互，比如说你要去哪儿，

要去做什么，他们直接商量好就走了。走的过程中呢，它也会告诉盲人，你说有人在这儿，

这有台阶，到电梯了，会提示盲人。再另外呢，就是控制速度是靠盲杖的力觉。

郭家乐：科技感含量非常高，然后也是在解决我们残疾人的实际生活的问题。这款帽子是在

解决导航或者是物体识别以及远程协助的困难。然后导盲犬解决我们出行以及避障以及导航

的这些困难。我倒是觉得这两款产品其实很适合这种同时使用，同时使用感觉会更好。

帽子的雷达的功能我会觉得，声音频率更加清晰一些，或者说语言的提示更多一些，可能更

便于我们判断前方的障碍物，因为现在更多的是判断距离，但是如果只判断距离，不知道该

走的方向，可能对于我们来讲稍微有一点点的迷茫。电子导盲犬，我是觉得是更实用一些的，

它的手柄能够设计的更加舒适一些，更贴近于人体学的这种舒适感，然后我会觉得体验感会

更好。然后呢，我们电子导盲犬如果是增加了更多的语言交互的作用，可以识别周围的一些

场景，周围的一些实际的物体，能跟我们沟通，然后便于我们更好地去实现一些生活的基本

需求的话，我会觉得那就太完美了。

记者：福祉博览会黑科技实力满满，这是满足残疾人对美好生活需要的技术支撑，是企业聚

焦科技创新，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阶段性成果，为残疾人事业高质量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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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听世界｜跟随聋人朋友逛福祉展

记者：大家好！我是中国残疾人杂志社的郝一铭。这里是 2024 中国国际福祉博览会的现场，

汇聚全球康复科技与辅助器具的盛会。每一项技术，都承载着对残疾人生活的深切关怀。今

天我们邀请到了陈静和祝悦，两位充满活力和乐观精神的聋人朋友，一起与我们参观。可以

请你们简单为我们做一下自我介绍吗？

陈静：大家好，我叫陈静！是中国残疾艺术团的一名舞蹈演员。

祝悦：大家好，我叫祝悦！是中国残疾艺术团的一名舞蹈演员。

祝悦：我来这里是带着希望和带着期待来的，我希望可以找到和我们聋人朋友相关的助残的

设备。让我们生活更加便利，这次福祉博览会的特色和亮点，真是令人非常期待！那么接下

来就让我们一起去参观吧。

技术工程师：我们主要特点就是这个，我们搭配了自主的一个星火验配师。第二个就是我们

的一个降噪，高频的降噪。还有就是我们的 AI Scence 2.0。自适应场景的切换，我们的一

个 70db 的最高增益。

手语老师：有（声音）吗？有了。

记者：刚才这款助听器有什么样的使用感受可以跟我们说说吗？

祝悦：刚刚在这里试用了一下科大讯飞的助听器。发现这个助听器非常的美观很小巧，同时

功能也比较多。比方说在智能手机上就可以调整音频，可以调整音量的大小，还可以听音乐，

功能比较多，使用也比较方便。

记者：谢谢你的分享！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去看看另一款助听器。

记者：刚才这款助听器与之前那款有什么不同吗？

祝悦：刚刚第二个这个骨导的助听器，这个产品呢，这个助听器的产品的特色就是通过骨（传）

导。这个跟刚才的区别在于外观上，它不用塞入到耳朵里头，是在外面，比较舒服，比较舒

适方便。但是呢，这个产品是比较适合，听力损失比较轻的聋人朋友们，听力比较好的聋人

朋友们使用。

记者：谢谢祝悦的分享，那让我们下面去看看下一款其他的产品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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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工程师：您现在所在的是针对声音修复体验的一个地方。等一会我可以给您一个手机，

然后您可以说几句，随便说几句。然后我们看一看修复的效果怎么样。

技术工程师：好，录制，就是这里面有三句话，您跟着他读一遍。

陈静：大多数人工作两三年后就会跳槽。

祝悦：今天天气更好。我是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的。

记者：刚才听到自己的修复后的声音有什么样的感受吗？

陈静：华为的声音修复，我之前从来没有想到过，也从来没有见过。这个科技可以让语言障

碍的朋友，语言说话不清的朋友，可以像健全人一样进行交流。这是一个非常厉害的科技，

我相信在未来，科技会给我们带来更多的便利，非常值得我们去期待。

记者：最后有没有什么想对其他聋人朋友和正在关注这个领域的人说的话吗？

祝悦：今天我来到这里参观福祉博览会，心情特别的激动，感觉特别的棒。科技不只是冰冷

的机器，同时它也承担着希望和温度，我们通过科技的力量和发展，我相信可以给残障朋友

们带来更多的便利和可能性。让我们一起期待关注

陈静：历史的车轮在不断地前进，我相信无障碍和科技也在不断地进步，让我们相信未来一

定会越来越好。同时，我们也希望我们的残障朋友们要相信科技的力量会给我们带来很多的

惊喜，我们同样期待着，共同关注着。

记者：通过今天的采访，我们不仅看到了聋人参观者对于科技产品的浓厚兴趣与期待。更深

刻感受到了科技助残所传递的温暖与包容。科技助残的力量为残疾人、老年人等群体带来了

前所未有的便利与希望。而这一切，都离不开社会各界的共同努力与持续创新。让我们携手

前行，在科技与人文的交汇点上，共同绘制一幅更加美好，更加包容的社会画卷。感谢所有

参与者的付出与努力，再次感谢大家的观看，我们下次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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畅行无阻｜跟随轮椅朋友逛福祉展

主持人：今天我们有幸邀请到无障碍督导员潘逸飞，一会让他带我们逛展会。欢迎逸飞！

潘逸飞：大家好我叫潘逸飞，我是一名无障碍督导员。今天来福祉博览会呢，主要是想看看

有没有什么最新的科技和福祉相关的用品，今天呢就跟着我一起看看吧！

主持人：以前来过展会吗

潘逸飞：嗯，我每年都会来，然后今年感觉变化还挺大。

主持人：您考虑过自己开车吗

潘逸飞：我现在就有这种 C5 合法的驾照，然后也能正常地在这个城市开车，都没有问题。

我正常出行的时候也会开这样的车，但是如果他在副驾的时候，安装了这么一个旋转座椅，

对于我们来说使用上会更方便。因为前门开的角度，包括它的长度会更大，我在转移过程当

中进出就会更方便。后门呢，它相对来说会短一点，如果把前门设置成这么一个福祉车的话，

比如说我的家人或者是我的同行，同行小伙伴也是一个轮椅使用者的话，那我在开车的时候，

对于他的上下车也会更加的方便，所以出行边界会更广阔。

这整面墙，都是我们轮椅的一个定制化的一个方案，我一个一个给大家讲一下。这个的话

就是这个就是我们轮椅的一个主框架，然后这个是我们轮椅的轮前插啊，其实轮椅 80%的这

个震动都是从前小轮传过来的，有这么一个功能的话，它对行走时候的舒适度，包括这个轮

椅的一个通过性就有大大的一个提高。然后包括这种可拆卸式的脚踏板、对轮啊，然后一些

机械连接件是根据不同使用者的一个需要来量身定制的，轮椅的升级和国产化的这个比例会

越来越高，像之前几年，像我使用的轮椅基本上都是进口的。

商家：很多产品都在想，我怎么样去把这个车怎样去实用化啊、怎么样去满足大家，最基本

的需求这个无可厚非，而他们觉得这个就是我的腿。我需要沙地、游泳、冰雪路面，很多复

杂的路况的时候也能满足我的需要，我怎么样能出行。

主持人：刚才看的那款轮椅，比您的这款轮胎要粗很多。

潘逸飞：对，轮胎越粗的话，它的通过性会更强。比如说，去一些树林、森林道路或者沙滩，

它的那个通过性会更好。同时呢，也能更大的扩展这些轮椅使用者的一个生活的一个边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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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我们现在去看一下转运床吧

潘逸飞：好嘞！您看，如果像这张床的话，我觉得它还有一个优势是什么，因为尤其是康复

的过程当中，其实很多家人是不放心的。我这个成年人了，我可能有自己的房间，因为我不

会因为我受伤之后再定制一个房间。比如说日常休息的时候，家里人其实也可以有一个陪伴，

比如说有什么不舒服啊或者有需要什么他每个床垫都是独立升起的，也不会影响这个旁边人

的一个休息，我觉得还挺好啊。

主持人：是的是的，您看那个现在脑机接口技术发展得很快速，对这个有什么看法？

潘逸飞：那很多小伙伴都会关注到这个话题上，因为脑机接口对于我们来说，目前来说是一

个很有可能实现的一个突破口，对于这种下肢瘫痪或者神经类疾病，它可以通过电刺激方式

解决，比如说二便失禁或者是一些其他的并发症。

主持人：今天，我们跟随潘老师逛了一圈福祉博览会，看到了许多新型的科技产品。这里是

残疾人朋友交流的重要平台，我们相信科技助残让残疾人生活更美好，您对未来的辅具有什

么样的期待呢？评论区告诉我们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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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面｜四大看点看懂福祉展

记者：大家好，我是中国残疾人杂志社的魏红。2024 中国国际福祉博览会暨中国国际康复博

览会在京开幕。本届福祉博览会有哪些值得关注的亮点，又将为我国的辅具产业发展产生怎

样的影响？我们有幸邀请到中国残疾人辅助器具中心的史志强副主任，请他为大家进行介绍。

史志强：这次的福祉博览会与以往相比，我们国有的中高端辅具发展非常迅速，然后参加辅

具展的企业也越来越多，特别是像头部的一些企业，科大讯飞、华为，还有一些我们的科研

院所，像清华大学、浙江大学、东南大学，也都分别组团来参展，这是一个新的亮点，与以

往不同。

科技助残，共享福祉。这是我们中国残联近年来紧紧抓住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一个新的机

遇，我们中国残联也是联合大专院校科研院所，积极推进政、产、学、研、用，让广大的残

疾人朋友能够享受到更好的辅具来改变他们的生活。

我们这一次的福祉博览会通过搭建这个平台，让我们更多的中国企业能够展示自己的产品，

特别是在未来的几年，我们能够讲好中国故事，给出中国方案，给全世界的广大残疾人、老

年人，包括伤病人带来福祉。

今年的 9 月份，我带着一个团到德国的杜塞尔多夫，去参加他们的福祉展。在这个展会上面，

参加这个展会的有将近 800 多家企业，我们中国的就有 174 家，台湾地区还有 73 家，将近占

了 1/4 是我们中国的产品。这些产品在国际上参展，说明我们产品的质量标准与国际是接轨

的，特别是他们敢于把我们的新材料、新工艺、新产品带出去，让辅具插上科技的翅膀

走出国门，也体现了我们的自信和我们的技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