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坚持普及有关知识

【声音】

明确规范盲道管理责任机构

【建议】

据了解， 我国建设盲道起步
不算早。 1985年， 在残疾人与社
会环境研讨会上发出了 “为残疾
人创造便利的生活环境 ” 的倡
议， 开始对北京部分街道进行无
障碍改造。 1986年， 编制了我国
第一部 《方便残疾人使用的城市
道 路 和 建 筑 物 设 计 规 范 （ 试
行）》， 开始实施无障碍设计。

2001年， 《城市道路和建筑
无障碍设计规范》 开始在全国实
施， 规范将城市中新改建的主路
必须铺设盲道等作为强制性条款
要求在建设中执行 。 2004年北
京、 天津、 上海、 大连、 青岛、

南京 、 杭州 、 厦门 、 广州 、 西
安、 苏州、 秦皇岛成为国家首批
无障碍建设示范城市。

对此， 采访中， 不少人呼吁
对于盲道需要加大有关的宣传。
“这绝不是一个部门的事， 而是
整个社会的事 。” 郑女士强调 。
“首先， 在盲道设计上， 有关部
门要多听盲人的建议， 而不是照
着理论， 任意的施工。”

此外， 郑女士认为， 加大宣
传需要从学校教育做起， 从社区
宣传做起 ， 从机关单位宣传做
起，普及有关知识。 “在助残日需
要宣传，让有关知识深入人心。但

是这种宣传应该是长期的， 而不
是仅仅在助残日中体现。”

还有人提到， 在盲道的建设
和监管上可以借鉴国外的一些做
法。 大学生小王是个志愿者， 他
曾经关注过有关国外盲道建设的
发展的资料， 他说盲道设计还要
有新思路， 需要科技创新。 “据
资料显示， 国外有些国家早在上
个世纪末意识到并开发出一种可
行而便携的盲道识别设备。” 小
王说， “在意大利， 目前已经利
用这种技术设计出盲道识别系
统， 这个系统可以给盲人提供精
确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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缘缘何何盲盲道道
不不““帮帮盲盲””
反反添添堵堵？？

市市民民呼呼吁吁：：明明确确责责任任机机构构，，增增强强爱爱护护
意意识识，，让让盲盲人人行行走走无无忧忧

“霸占”盲道问题多

【调查】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交通安
全法第三十四条规定， 城市主要
道路的人行道， 应当按照规划设
置盲道。 在生活中， 我们也能在
人行道上看到， 由一块块黄色并
且带有凹凸图案地砖组成的 “特
殊道路” ———盲道。

留心观察， 不难发现盲道一
般包括两种， 它们组成的地砖也
不同 。 一种是由条形引导砖组
成， 它的作用是引导盲人放心前
行， 称为行进盲道。 还有一种是
由带有圆点的提示砖组成， 主要
负责提示盲人前面有障碍， 该转
弯了， 被称为提示盲道。

这样的设计原本很贴心， 然
而， 在调查中， 摊位 “霸占” 盲
道、 盲道出现破损不能及时修补
等问题， 让盲人行走的心情却由

“舒心” 变为 “闹心”。
在位于西罗园附近的一处人

行道上， 记者看到， 不算宽敞的
道路上， 杂七杂八的摆设， 让没
有视力障碍的人， 走起来都很费
劲。 不远处， 一个商贩支起的外
卖摊， 就横在盲道上。 当记者问
及摊主， 是否注意到摊位妨碍了
盲道时， 摊主回答道， 为增加收
入， 他只是在每天人们下班时，
才会摆一会儿。 不会妨碍人们行
走， 而且他没怎么看到有盲人经
过此处。

不仅是各种摊位占用了盲
道， 记者在调查中发现， 机动车
随意停放占用盲道的现象同样不
少 。 在位于大兴的一处人行道
旁， 一辆黑色轿车斜着停在盲道
上。 而在它不远处， 一辆电动自

行车， 也停在紧邻盲道的位置。
这样， 原本畅通的盲道上多了两
只 “拦路虎”。

查阅有关资料， 记者发现对
于盲道设计有明确的要求 。 比
如， 城市中心区道路、 广场、 步
行街、 商业街、 桥梁、 隧道等地
段的人行地道应设置盲道 ， 人
行天桥 、 人行地道、 人行横道
及主要公交车站应设提示盲道。
还有 ， 盲道铺设 的 位 置 和 走
向 ， 应方便视力残疾者安全行
走和顺利到达无障碍设施位置。
盲道铺设应连续， 应避开树木、
电线杆、 拉线、 树穴、 窨井盖等
障碍物 ， 其他设施不得占用盲
道。 行进盲道在转弯处应设提示
盲道， 其长度应大于行进盲道的
宽度。

对于任意占用盲道的现象，
不少市民表示， 都看到过这样的
情形。 市民李路也曾在街上看到
过类似的情景 ， 她很有感触地
说： “我家住洋桥， 上班的地点
在左安门。 每次上班都会骑车经
过刘家窑 ， 去年有一次我等红
灯， 无意中看到过街天桥下摆放
着一大堆自行车， 大概有好几十
辆。” 原本还在感叹自行车杂乱
无章的李路却发现， 这些自行车
停的位置， 更是倒人胃口。

“停车的位置是在盲道上 ，
当时我在想， 要是有盲人按着盲
道走， 肯定会误入 ‘陷阱’。” 李

路说。 她表示， 这样随意占用盲
道的行为， 和人们爱护盲道意识
薄弱有关。

根据2014年数据显示， 我国
约有视残者1731万人， 占全世界
视残人口总数的18%。 “这个数
字并不算少， 而且是在提醒着人
们 ， 需要重视盲道的建设和维
护。” 李路说。

从事教育工作的郑女士说 ：
“对于盲道的管理首先要从源头
抓起。 有关部门需要尽职尽责，
不论是在盲道的设计、 建设， 还
是在维护上， 都要考虑周到， 并
且监管到位。”

郑女士回忆， 一次她在网上
看到一张有关盲道的照片， 让她
不仅震撼， 还有些摸不着头脑。
“这张照片中的盲道设计的很奇
特 ， 呈曲折线形态 ， 还特别的
长。 真是想不通， 怎么会这么设
计， 套用句时髦的词太坑爹啦。”

盲道被占、 被设路障、 被破
坏等现象让人侧目： 有的连着井
盖和高压变电柜， 有的铺向墙壁
和机动车道……盲道过处， 险象
环生。 如此的盲道， 有几个盲人
愿走 、 敢走 、 能走 ？ “‘盲道 ’
不帮 ‘盲 ’ ， 反而 ‘陷害 ’ 盲
人。” 郑女士补充说。

爱护盲道意识薄弱

记者了解到， 1991年， 北京
建成国内首条盲道。 2001年8月1
日 《城市道路和建筑物无障碍设
计规范 》 颁布实施 。 其中对盲
道、 行进盲道、 提示盲道等术语
进行解释。 此外， 在规范中， 还
提到盲道设计时应符合的规定，
如， 盲道应连续； 中途不得有电
线杆、 拉线、 树木等障碍物， 避
开井盖铺设。

如今， 随着北京经济和城市
建设的快速发展， 残疾人、 老年
人的出行问题已经成为全社会共
同关注的问题。 有数据显示， 到
2010年底， 北京市的盲道总长度
接近2000公里， 但目前北京盲道
的实际状况却令人堪忧， 无法保
障盲人无忧行走。

让盲道畅通无阻的问题也受

到了政协委员的关注。 早在2004
年， 北京市政协委员就开始关注
无障碍出行， 委员们曾多次对一
些大街上无障碍设施的建设及使
用情况进行视察。 十多年的时间
过去了， 今天， 盲人走在盲道上
仍处处被 “使绊”， 无忧行走何
时实现？

在北京市政协的提案库中，
有一份 《关于整顿盲道， 让盲人
无忧行走的提案 》， 这份由14位
市政协委员联名提交的提案引起
了记者的注意。 委员们提到， 虽
然盲道建设在建设施工中的比例
较小， 使用率不高， 但这些都不
能成为忽略建设或存在质量缺陷
的解脱理由， 它充分体现城市对
残障人群的人性关怀及关爱， 是
社会和谐的重要内容。

委员们建议， 规范盲道建设
标准， 严格执行国家 《城市道路
和建筑物无障碍设计规范》， 对
不合理的设计予以更改； 明确规
范盲道管理的责任机构 ， 实现
“专道专管”； 各有关部门、 社区
定期检查盲道路况， 及时修补破
损路面， 清理路面障碍， 保证道
路畅通。

委员们还给出了具体 “药
方”，建议在盲道附近设立禁止侵
占盲道的提醒标志， 对违章者进
行一定的警告， 严重者采取一定
的处罚措施。 在危险性较高的路
口增设声控提示设备， 加强对盲
人的保护； 借助媒体等在社会上
开展有关盲道的专题讨论， 对北
京市盲道情况开展普查， 及时处
理问题，不给盲人出行设“陷阱”。

盲道被誉为盲人出行的 “眼睛”， 是让盲人畅通行走的设施。
然而， 在实际生活中， 却往往存在着盲道被占道、 被破坏等一些
问题。 致使盲人朋友出门如同进行 “障碍赛”， 有盲人无奈地说：
“走着走着， 路就没了。”

保持盲道的通畅， 让盲人出行方便， 这不仅仅是关爱盲人、
尊重盲人权益的表现， 也体现出城市发展对包括盲人在内的弱势
群体的关照， 展现着城市管理乃至社会管理的水平高低。

被被损损坏坏的的盲盲道道

乱乱摆摆放放占占盲盲道道

乱乱停停车车占占盲盲道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