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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 NEWS

�今年高考，江西萍乡“渐冻症”少年廖文杰被南昌理

工学院法学专业录取。8月26日，廖文杰在父母

陪伴下，坐着轮椅来到了梦寐以求的大学校园。正值开学

季，不少像廖文杰这样的残障大学生陆续走入校园，开启

新生活。

2023年9月1日，我国无障碍环境建设的首部专门

性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无障碍环境建设法》开始施

行。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社会法室主任石宏表示，这部

法律将为新时代加强无障碍环境建设，保障残疾人、老年

人平等、充分、便捷地参与和融入社会生活，让整个社会经

济的发展成果惠及全体社会成员，提供坚实的法治保障。

我国无障碍环境建设存在哪些短板？无障碍环境建设

法如何落地？公众应在无障碍环境建设中发挥哪些作用？

日前，记者走上街头、深入社区实地走访调查。

立法让无“碍”环境建设更有“爱”

盲道被占帮不上“盲”

对视障人士来说，盲道是出

行的“眼睛”。近期，记者走访了

北京市朝阳区、通州区、东城区

等多地发现，盲道被占用成了普

遍现象。随机街采中，不少年轻

人反映盲道被占用的情况不胜

枚举。

在东城区一地铁站出口附

近，有 10余辆非机动车并排停
放，占用了约百米长的盲道，阻

碍视障人士出行。一家商场外，

人流量不小，一段本就狭窄的人

行道上，盲道被旁边停放着的两

三辆共享单车“拦腰截断”。

无障碍环境里的“障碍”还

不止于此。

夏日傍晚，有饭店毫无顾忌

地在人行道上支摊位、摆椅子，

满满地占据了盲道；还有的私家

车，“霸道”地停在人行道的缓坡

处，让拉车买菜出行的老年人进

退两难。

平日出行时，95 后李楠发
现，一些地铁里无障碍洗手间

的门扶手摇摇晃晃，坏了也没

有得到及时修理；一些无障碍

洗手间被当作储存室使用，堆

满了各种杂物，“看到这种现象

不止一次两次了，希望能引起

有关部门重视”。

“有些地方的无障碍设施还

是不够完善，利用率也不高。”85
后青年秦蕾说。90 后张立更是
直言，“一些设施就是摆设，基本

没有太大用”。

在上班族陆靓看来，在地

铁里使用无障碍直梯的人，大

多没有拿行李或身体无碍，这

会对真正有无障碍使用需求的

人有影响。

李楠建议多规划共享单车

的专用停车位，并呼吁“大家停

车时不要占用盲道，看到占用时

将其挪开”。

“立法过程中，公众普遍关

注、反映的无障碍环境设施建

设领域存在的问题，就是‘重建

设、轻维护’和‘重建设、轻管

理’。”石宏分析说，有很多盲道

建设不连贯成了“断头路”，被

共享单车、轿车占用，盲人非但

享受不到安全，反倒成了安全

隐患。

无障碍环境建设法明确了

无障碍设施的维护和管理责任

主体、承担的维护和管理职责，

同时明确禁止违法占用和破坏

无障碍设施，如果违反了要承担

相应的法律责任。

立法为无障碍环境扫“障”

方便的扶手、规整的盲

道、公共场所出入口的坡道

……日前，记者探访北京市西

城区白纸坊街道看到，街道多

处设有人性化无障碍生活设

施，为残弱群体营造安全通畅

的出行环境。

“这里的无障碍设施建设很

到位，有些地方配备了扶手十分

便利。”家住白纸坊街道、今年

65 岁的张遵德是名视障者，他
居住的街道修建了多处无障碍

设施，为和他一样的残疾人、老

人及有需要的人员出行提供了

很大便利，参加完街道残联的培

训后，他更加系统掌握了安全使

用盲道的技巧。

白纸坊街道残联理事长李

晓龙介绍，街道围绕社区服务

站、部分老旧小区、市民服务中

心等共建设无障碍设施 61 处，
先后修建 67个坡道和 700多米
无障碍扶手，配备两台爬楼机，

方便街道 3872 名残疾人出行、
就医、购物等。

“除了‘三分建、七分管’，

还要建立运营维护机制，使无

障碍设施能够得到有效维护、

保养，正常发挥功能。”在无障

碍环境建设法施行之际，住房

和城乡建设部城市建设司副司

长刘李峰表示，住房和城乡建

设部将进行专项“体检”，找出

居民小区、公共建筑设施突出

的问题，编制改造计划和规划，

落实改造资金，有针对性地实

施改造，依据“体检”结果，结合

城镇老旧小区改造、完整社区

建设、人行道净化、城市更新行

动等工作，进行改造提升。

生活中，有老年人反映药品

说明书字太小，用上放大镜也看

不清楚，容易造成误读误服。

法律回应公众关切，作出

一些细致、有温度的规定。无障

碍环境建设法中规定，国务院

有关部门应当完善药品标签、

说明书的管理规范，要求药品

生产经营者提供语音、大字、盲

文、电子等无障碍格式版本的

标签、说明书。

“有法可依，让生活更加无

障碍。”关注到无障碍环境建设

法的实施，张遵德期待满满，他

希望今后药品说明书上都印有

盲文，“吃药时通过手触摸盲文，

就知道用量大小，对症下药，心

里踏实”。

“现实生活中，一部手机可

以走遍天下，普通人、年轻人可

以玩得转，但很多老年人和残

疾人使用这些产品就很困难。

无障碍环境建设法围绕‘数字

鸿沟’等问题，通过制度设计，

为解决这一问题提供法律依

据。”石宏说。

“出台无障碍环境建设法非

常有必要，可以从立法层面提升

公众保护、维护无障碍设施的法

治意识。”90后白领徐兰说。

期待法律长出牙齿
让生活有爱无“碍”

“有法律作后盾，希望我们

残疾人出行更少障碍、更便利，

让残疾人更好、

更多地融入社

会。”今年 64 岁
的肢体残疾人耿

瑞林期待无障碍

环境建设法能得

到有力落实。他

吐露心声说，残

疾人也愿意出

行，去更美的地

方，感受山川美

景。常年坐在轮

椅上的他，希望

有专为残疾人设

计的无障碍打车

通道，“走到哪儿

打车都方便，能

出行无忧”。

无障碍环境

建设法加大了对违法行为的处

罚力度，对违反本法规定，造成

人身损害、财产损失的，依法承

担民事责任；构成犯罪的，依法

追究刑事责任。

无障碍环境建设法中规定，

如擅自改变无障碍设施的用途

或者非法占用、损坏无障碍设

施，由住房和城乡建设、民政、交

通运输等相关主管部门责令限

期改正；逾期未改正的，对单位

处一万元以上三万元以下罚款，

对个人处一百元以上五百元以

下罚款。

刘李峰表示，法律实施后，

各级住建部门将查处违法违规

行为。现在法律有规范，标准规

范也有要求，各地应该严格按照

要求落实法律规定和标准要求，

在新建改造中落实无障碍环境

建设的要求。

为推动新法的有效贯彻实

施，刘李峰表示，“地方还存在

一些没有不折不扣落实这些要

求的，要加大监督督察执法力

度，形成震慑，让全社会都来规

范有序地落实法律要求，加快

建设无障碍环境和推进适老化

改造。”

“设施是冰冷的，但人心是

温暖的。设计无障碍设施的人考

虑很周到细致，让你从设施里感

到温暖，比如一些拐弯或扶手恰

到好处。”因为胳膊使不上劲，49
岁的廉洁曾经很自卑，不愿外出

与人交流。后来她发现可以为坐

在轮椅上的残疾人做些力所能

及的事，帮助他人使她获得快

乐，廉洁主动报名成为白纸坊街

道的一名志愿者。

廉洁希望，“全社会都行动

起来，维护无障碍设施，帮助残

疾人和老年人，让他们有自信，

能从家里走出去，感受到社会的

关爱”。

“我们都有变老的一天，都

有需要无障碍设施的时候。”街

采中，一位宝妈感慨，每个人从

自身做起，为维护、保护无障碍

环境献一分心力，为别人，也是

为自己。（文中李楠、秦蕾、张立、
陆靓、徐兰为化名）

（据《中国青年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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