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下决心———
“让残疾人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
这项工作不容易，但必须去做”

年轻时候的彭海廷，有个过

不去的坎。

那是一道有 15级台阶的路
坎，位于他所就读的中学校门

口。自小患上小儿麻痹症，彭海

廷上下学全靠一根拐杖。平路尚

能缓慢行走，遇多级台阶只能靠

他人背。

不想每天上学都让同学背

着爬楼梯，一次他大清早赶在同

学们来之前，悄悄来到校门口想

自己走上去。高差两三米，试了

两次，摔了两跤，人没上去，头上

多了两个包。

“后面又试了几回，摔得不

轻，就再也不敢爬了。”从那之

后，彭海廷无奈接受现实，“遇

上台阶或爬坡，只有靠家人或

同学。”

彭海廷的家在南岸区知音

阁小区，挨着南坪正街。南坪，大

坡小坡不少。2000年，他在家附
近开了间小店。从家到店，正常

走路 1公里，可彭海廷却要绕上
3公里。
“近路也能走，但大坡小坡

多，靠自己上不去。若是不想麻

烦别人，就得绕路走。”那时候彭

海廷置办了一辆小三轮，宁可多

花时间绕路，也更希望靠自己就

能去。

家住南岸区茶园的王智勇

有着同样的想法。作为视障人

士，他之前常常经历等公交因不

知道来的是哪路车，只能靠路人

提醒的窘境。也曾因过马路时分

辨不出红绿灯的颜色，没有路人

可以询问而寸步难行。

“我们也想和健全人一样，

不靠他人，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王智勇袒露心声。

重庆市残联数据显示，截至

目前，全市共有持证残疾人

89.24万人。“相比平原地区的城
市，山城重庆在无障碍环境建设

上难度更大。让残疾人想去哪儿

就去哪儿，这项工作不容易，但

必须去做。”重庆市住建委设计

绿建处处长龚毅说。

看改造———
“上得去、走得通、下得来”

见到彭海廷时，他正坐在一

辆电动轮椅上。10多年前因病情
加重，他在南岸区残联的帮助下

改换了适配的电动轮椅。

“走，带你看看南坪的路。”

彭海廷热情地领着记者上自家

店里转转。

走出知音阁小区，左拐进南

坪正街，短短 1 公里路，人行道
与马路连接处均设置了缘石坡

道，彭海廷的轮椅能够轻松驶上

人行道。人行道上同样预留出合

适的距离，方便轮椅通过。若不

是彭海廷一一介绍，很难想到看

似平常的一段路，竟花了这么多

心思。

“别看只是段缘石坡道，里

头却有大学问。无障碍环境改

造有严格的规范标准，这一片

新改造街区人行道口的坡化改

造共计 49 处，坡度严格按照小
于 12 度建设，且坡底与马路的
高差不能超过 10 毫米；所有盲
道上的井盖均铺设盲道砖，减

少弯弯绕绕，整体路面坡度也

改得更为平缓。”一同前往的南

岸区住建委勘设科副科长王世

宏介绍。

2020年，南坪正街新街片区
老旧小区改造项目启动。改造前

不少片区内的残疾人群众反映，

这片建于上世纪 80年代的老旧
小区设计时并没有考虑无障碍

设施建设，由于片区居住的老年

人和残疾人较多，希望能在改造

中予以考量。

“‘上得去、走得通、下得

来’，是我们改造的基本准则。”

王世宏介绍，“近年来，南岸区的

新建城市公共建筑、小区无障碍

化率达到 100%，老旧小区的无障
碍设施改造同样是工作的重点。

改造前我们与社区联动入户调

查片区残疾人的居住情况，保证

做到公共场所无障碍环境建设

规范的同时，尽可能满足个性化

需求。”

彭海廷的小店在一条步行

街上，位于一排店面中间。记者

观察到，店门口的人行道往下延

伸出一段缘石坡道，方便他的轮

椅直接进到店里。“这样的例子

在我们片区改造中还有不少，片

区坡坎多，在残疾人居住集中的

区域，我们就在有限的空间内增

设无障碍通道；还有残疾人爱去

的广场和茶馆，同样做了无障碍

设施改造。”王世宏说。

同样感受到改造便利的还

有北碚区天生街道新星路社区

的居民牟强，他所居住的新星路

社区建于上世纪 80年代，绵延
在一个小山坡上，地势高差较

大，1300 多名居民一半多是老
年人。

“过去从街上爬坡回家，得

上 70级台阶。我老伴膝关节不
好，即使扶着她也上不了这么高

的台阶，只能常年窝在家里。”牟

强说。

在新星路社区改造中，坡道

无障碍改造成了居民共同的期

盼。“设计单位先前提出的两种

成本较低的方案中，所增设斜坡

由于坡窄路陡，坡度约在 30度
到 40度之间，太陡无法通行；而
新建的‘之’字形通道宽度不到

1.2米，轮椅无法通过。”北碚区
住建委物业监督管理科科长贾

少波说。

两条路都走不通，怎么办？

北碚区住建委想了个法子———

搭连廊、修电梯。“高处平台延伸

出连廊与堡坎相连，同时沿街加

设电梯，相较前两种方案成本增

加 200多万元。”贾少波说，“虽
然成本增加，但很值得。无障碍

设施改造，要改就得改得让老百

姓满意。”

近年来，重庆市以老旧小区

改造为抓手推动无障碍环境建

设，同步改造养老托幼等服务设

施 370 余处、改造无障碍设施
3000余处，加装电梯 4700余部；
在市政道路无障碍系统建设中，

中心城区立体过街设施不断完

善，在路口、出入口及人行横道

等处缘石坡道设置率显著提高。

谋长远———
“相信随着无障碍硬件设施的逐
渐完善，无障碍信息交流环境也
会不断优化”

一部电梯代替了 70 级的
台阶，新星路社区居民的出行

不用再爬坡过坎。但电梯的维

护同样需要成本，作为没有物

业管理的老旧小区，电梯建好

后谁来维护？

“考虑到出入社区乘坐电梯

的均为社区居民，和大多数加装

电梯的老旧小区一样，社区公共

电梯同样采用刷卡乘坐的模式。

月费 5元，就能按月畅行。”新星
路社区党总支书记费春梅说，

“本以为收费会有难度，没想到

正式开通运行时，来社区缴纳费

用的队伍排得好长，因为确实是

方便了生活，大家对于这项费用

也纷纷表示理解。”

费春梅算了一笔账：一部电

梯的年维护费约 1.8万元，按照
第一个月 300人缴纳费用来算，
加上后续使用的人变多，基本能

覆盖电梯维护费。“我们还想通

过缴电梯费这件事，为老旧小区

后续引进物业公司、实现现代物

业管理打个样，希望居民们体会

到其中实实在在的好处，后面的

工作也能更顺畅。”费春梅说。

在南岸区，几个月前，彭海

廷 和王 智 勇 有了 一 个 新角

色———无障碍环境建设督导员，

证件由南岸区住建委和区残联

共同颁发。首批共有 10名督导
员，均为残疾人，共同对无障碍

环境建设中存在的问题进行监

督。

“行政部门吸纳残疾人士作

为督导员全程参与到无障碍设

施的改造及后续监督中，就是希

望他们能够以残疾人的视角，在

每个环节收集他们的体验感受

和意见建议，更好地发现问题，

同时予以督导解决。”南岸区残

联四级调研员李红缨说。

为更好保障监督落实到位，

南岸区住建委、城管局、检察院、

残联 4家单位加强联动机制，积
极协调线索落实整改。督导队成

立以来，累计发现并整改 70余
个无障碍环境管理维护中存在

的问题。

“无障碍环境维护的背后，

是对特殊人群出行权利的保障。

对于一些难啃的硬骨头，区检察

院主动发挥公益诉讼检察职能，

通过走访排查、接收线索发现问

题，及时启动公益诉讼诉前程

序，督促相关部门及时整改。”南

岸区人民检察院公益诉讼部门

检察官助理倪翔说。

王智勇告诉记者，如今他使

用的智能手机均配备了国产读

屏软件，同时还具备为视障人士

定制的语音精准导航功能。在公

交站，打开 APP，就能清楚地知
道来的是哪一路公交车，不用再

询问路人。“相信随着无障碍硬

件设施的逐渐完善，无障碍信息

交流环境也会不断优化。”

（据《人民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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坡坎多、高差大、老旧小区集中，为便利残疾人、老年人出行———

山城重庆持续推进无障碍环境建设

增建坡道方便轮椅通过，搭连廊、

修电梯便利群众出行，改造老

旧小区满足个性化需求……近年来，重

庆市持续推动无障碍环境建设，让残疾

人、老年人生活更便利。

“过去下楼都困难，如今去哪儿都方

便。”因双腿残疾，64岁的彭海廷坐在轮

椅上已有10余年。谈起这些年身边环境

的变化，他体会颇深。

彭海廷的家在山城重庆，城在山上，

山在城中。独特的地形地貌，是市民和游

客心中的山城印记，但对这座城市的

89.24万残疾人来说，却意味着出行的

不便。

坡坎多、高差大、老旧小区集中……

对于一座山城来说，无障碍环境建设更

显迫切，重庆是如何应对的？近日，记者

来到重庆的巷道街头探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