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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升电梯长期故障维修、 盲
道被停车占用 、 斜坡 通 道 直 上
直下 、 专用厕所堆满杂物……
这 些 情 景 常 常 被 人 们 忽 视 ，
却 给 不 少 出 行 的 残 疾 人 带 来
心酸和烦恼。

5月19日是第29次全国助残
日 。 受访的残障人士和专家表
示， 除了继续完善无障碍环境建
设外， 更应该唤醒那些 “沉睡”
的无障碍设施。

“外出不敢喝水， 找厕
所太难”

中国残疾人联合会数据显
示， 当前我国各类残疾人总数已
达8500万。 记者调查发现， 尽管
各级政府大力提倡加强无障碍设
施建设， 然而长期困扰他们的
出 行 难 题 ， 仍 未 得 到 有 效 解
决 。 5月 15日 ， 安徽省合肥市
一位盲人带着她的导盲犬外出
坐公交车、 打出租车均被拒载 ，
安徽省合肥市公交集团有关负责
人对此解释称， 对于盲人携带导
盲犬选择公共交通出行， 有一些
法规支持， 但仍缺乏具体执行的
明文规定。

提起出门遇到的那些烦心
事， 全国残运会百米蛙泳冠军代
国宏也感同身受。 退役后的他在
四川省成都市一家游泳馆任教

练， 因为工作需要， 代国宏出门
更为频繁。

“外出不敢喝水， 找厕所太
难。” 代国宏告诉记者， 虽然很
多地方都有无障碍厕所， 但常常
没法使用， 有直接上锁的， 有门
太窄轮椅进不去的， 还有的成了
储物间……让他更难受的是， 有
次好不容易找到一个无障碍厕
所， 门口处却有一个台阶。 代国
宏说 ， 烦心的地方还有 很 多 ，
比 如 一 些 过 街 天 桥 坡 道 坡 度
太 大 ， 必 须 要 绕 行 ， 但 绕 完
后 却 成 了 逆 行 ， 坐 飞 机 时 轮
椅托运被压坏更是常有的事 。
“轮椅就是我们的腿， 没有腿怎
么前行？” 他说。

有着同样遭遇的还有生活在
深圳市龙岗区的赵业云。 由于双
下肢残疾 ， 他已经坐了10年轮
椅。 “深圳很多地下通道都是直
上直下的， 坡道很陡， 如果没有
人帮忙 ， 就是 ‘下得去 、 上不
来 ’， 应该设计成折线或Z字形
才对嘛。” 赵业云说， 自己已经
练成了一些 “绝技”， 比如把轮
椅前面翘起来上台阶。 再比如，
如果只有三四级台阶要下的话，
坐在轮椅上直接冲下去， 这些都
已经很熟练。

按照赵业云的描述， 记者来
到深圳市红岭中路与深南东路交

叉的十字路口， 发现该处的地下
通道虽然设有可供残疾人轮椅通
行的斜坡， 但和赵业云的描述十
分相似： 由于坡度过陡， 很难独
自操控轮椅来到路面， 往下走时
甚至存在 “冲刺翻车” 风险。

施工维护不当、 运行机
制未建立、 社会参与不够

《2018年残疾人事业发展统
计公报 》 显示 ， 我国共出台了
475个省、 地市、 县级无障碍环
境建设与管理法规、 政府令和规
范性文件， 1702个地市、 县系统
开展无障碍环境建设。 受访专家
表示， 当前我国无障碍环境建设
法规、 标准进一步完善， 无障碍
环境建设进步明显， 但仍存在施
工维护不当、 城乡不均衡， 规范
化运行机制尚未建立， 社会参与
不够等问题。

———施工维护不当、 城乡发
展不均衡。 致公党北京市委 《关
于北京市建设高水平无障 碍 公
共 环 境 的 提 案 》 显 示 ： 2017
年 ， 北 京 市 残 疾 人 联 合 会 曾
对全市范围内 325家各级别宾
馆 进 行 无 障 碍 体 验 ， 发 现 三
分 之 二 的 被 考 察 宾 馆 在 无 障
碍 设 施 建 设 方 面 存 在 问 题 ；
此 外 ， 村 镇 无 障 碍 环 境 建 设
仍 相 对 滞 后 ， 在 农 村 地 区 ，

除 无 障 碍 设 施 不 足 及 利 用 程
度 不 高 外 ， 单 体 设 施 建 设 不
达 标 现 象 也 比 较 突 出 ， 管 理
维护水平普遍较低。

———规范化运行机制尚未建
立。 北京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
高级规划师许槟介绍， 目前无障
碍环境系统化建设规范化运行机
制尚未建立， 其中关键问题在于
缺乏强有力且有效的主管机构或
协调组织者。 “各省、 市残联作
为社会团体， 其协调力度十分有
限， 虽然法规赋予其监督和建议
权， 但在具体执行中仍然需要依
赖相关部门和企业的自觉性 。”
许槟说。

———认识有限、 社会参与水
平不够。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
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宋煜表示， 由
于长期将 “无障碍” 等同于 “助
残”， 导致大多数个人和团体往
往认为无障碍环境建设 “与己无
关”， 也很难让群众有更多参与
意识 。 广东省肢残人协会 和 华
南 农 业 大 学 公 共 管 理 学 院 针
对 无 障 碍 环 境 建 设 的 调 研 结
果 也 显 示 ， 在 广 东 省 ， 影 响
无 障 碍 设 施 使 用 率 的 一 个 重
要 原 因 ， 就 是 设 施 被 占 用 ，
恰恰是这种有意识或无意识的
占用， 导致了无障碍设施无法充
分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唤醒 “沉睡” 无障碍设
施需多方发力

如何唤醒 “沉睡” 的无障碍
设施？ 受访的专家和残障人士表
示需要从多方发力。

许槟表示， 要探索建立包括
规划、施工、竣工、维护、体检评估
和监督反馈一体的全程运作机
制。 “当前各地区无障碍公共环境
还不是一个有机整体， 还没形成
相关衔接的关联体系， 这也是大
家反映的情况， 很多地方都有设
施，但还是出门不方便。 ”他说。

北京市民政局副局长李红兵
表示， 建设无障碍城市的同时，
乡村无障碍建设短板也需尽快补
齐。 当前， 要以开展乡村振兴为
契机， 将乡村的无障碍环境建设
工作纳入其中， 补齐农村无障碍
公共环境建设的短板， 并将农村
无障碍公共环境建设纳入考核内
容， 全面推动美丽乡村建设。

“无障碍设施不是单纯意义
上的助残， 而是服务于所有人，
是给大家提供有尊严生活的基础
条件。 ”宋煜说，应该充分利用盲
人体验馆、科技馆、博物馆等现有
资源， 积极推动各类社会公益项
目，普及无障碍通用设计理念，让
每个人都有意识成为无障碍公共
环境的建设者。 据新华社

如何唤醒“沉睡”的无障碍设施？

数字与美食的对话：
“黑科技” 改写古老餐饮业

“知味杭州” 亚洲美食节的
智慧餐厅里， 消费者只需要拿出
手机扫码点餐， 自助选择奶茶口
味、 冰度以及糖度， 从调配奶茶
到取餐， 全流程无人工参与。 这
款茶饮机械臂可制作200多款茶
饮， 相比人工制茶， 平均耗时缩
短50%， 且出品更标准。

无人机送餐、 扫脸支付等餐
饮 “黑科技” 也纷纷登场。 消费
者 下 单 香 辣 鸡 腿 堡 套 餐 后 ，
约 10分钟， 伴随着 “嗡嗡” 声，
一架无人机平稳降落在展区停机
坪 。 取餐后消费者开心地说 ：
“汉堡热乎乎新鲜出炉， 饮料一
点都没洒。”

数字科技不仅改变着舌尖上
的 体 验 ， 也 在 改 写 古 老 的 餐
饮产业。

“数字化将原来看不见的消
费者变成了看得见的消费者 。 ”
老 字 号 企 业 杭 州 楼 外 楼 总 经
理孙宏伟告诉记者 ， 下一步 ，
他们将借由用户画像获取等大
数据分析， 针对年轻化、 个性化
需求， 开设小而美的特色单品类
餐厅。

中国饭店协会副秘书长宋小
溪认为， 数字科技将有效解决未
来餐饮业成本、 坪效、 食品安全

等经营痛点， 大大提升工作和管
理效率。

历史与今天的对话：
南宋美食传承与传播

“ 《武林旧事 》 《梦粱录 》
《西湖老人繁胜录 》 等古籍中 ，
都有大量南宋饮食文化的记载。”
杭州市社科院周膺研究员介绍
说， 中国现代主食里许多可以从
宋代找到原型。

据记载， 南宋都城临安饮食
行业规模空前， 出现了能承办千
人宴席的超大型酒楼和茶肆， 以
及园林式的 “花园酒店”。 “待
他自熟莫催他 ， 火候足时他自
美。” 按照苏东坡 “授方” 烹调
的东坡肉， 至今仍是杭州的一大
名菜。

现代餐饮业传承着南宋美食
经典。 在杭州味庄有一道名菜叫
蟹酿橙， 风味鲜香酸甜， 食材为
大闸蟹、 脐橙、 杭白菊、 玫瑰米
醋。 这道菜就是从讲述南宋都城
风貌的著作 《武林旧事》 里发现
并复刻重现的。 如今， 蟹酿橙已
成为众多国际场合中国美食的代
表菜肴之一。

中国与外国对话：
抚琴品茗 厨神争霸

亚洲美食节期间， 韩国、 泰

国、 斯里兰卡和中国等全球主要
茶产区的研究、 传播人士在中国
茶叶博物馆展开了一场 “茶传五
洲” 国际茶文化交流对话。

“茶叶的故乡———中国已经
成为锡兰茶非常有潜力的市场。”
斯里兰卡茶叶研究所长萨曼·赫
蒂阿拉奇说， 1824年， 英国人把
茶叶从中国带到了斯里兰卡， 从
此茶叶就变成了斯里兰卡最重要
的出口商品经济作物。 如今， 锡
兰茶形成了7大品种， 每年向150
个国家出口总计2.78亿公斤纯锡
兰茶。

在杭帮菜博物馆里， 5位来
自中国、 日本、 韩国、 泰国和印
度的亚洲名厨正在进行 “厨神争
霸”。 五国大厨要用指定的杭州
特色食材竹林鸡， 结合本国的特
色食材和烹饪手法来完成美食。
大厨们有的煎炸， 有的焖烧， 有
的熏蒸……各显神通。

调查显示， 近年来， 杭州的
东南亚菜、 西餐、 日韩料理等异
国料理增速较快， 同比涨幅均超
200%， 其中东南亚菜等同比增
长超421%。 如此饮食多元 、 文
化融合的场景在中国很多城市成
为趋势。

巴勒斯坦烹饪大师阿卜杜·
克里姆·阿拉贾迪深有感触地
说 ， 美食 ， 将亚洲联系成了一
个整体。

据新华社

传承、融合与碰撞
———舌尖上的亚洲文明对话

作为亚洲文明对话大会活动之一， 持续一周的亚洲美食节成为
一场展示绚丽多姿的亚洲文化风情和亚洲文明风采的盛宴。 凭借悠
长的美食文化和良好的数字经济基础， “知味杭州” 亚洲美食节
上， 人们感受到的不仅是舌尖上的美食交流， 更是各国文明的对话
与交融。

本报讯 （记者 任洁 ） 国际
人工智能与教育大会于5月18日
在北京闭幕。 来自全球100多个
国家、 10余个国际组织约500位
代表汇聚一堂， 共同探讨全球教
育的未来发展之路， 并通过成果
文件 《北京共识》。

此次大会的主题为 “规划人
工智能时代的教育 ： 引领与跨
越 ”， 内容涵盖展望未来教育 、
教育政策制定 、 教育供给和管
理、 教学教师、 学习评估、 课程
开发、 终身学习、 伦理安全、 促
进教育公平包容等多个方面。 各
国代表、 专家学者、 国际组织代
表以及企业界人士交流思想、 分
享经验， 达成了广泛共识。

《北京共识 》 提出 ， 各国要
制定相应政策， 推动人工智能与
教育、 教学和学习系统性融合，
利用人工智能加快建设开放灵活
的教育体系 ， 促进全民享有公
平、 有质量、 适合每个人的终身
学习机会。 《北京共识》 强调，

确保人工智能技术使每个人不分
性别、 不分健康状况、 不分社会
或经济地位、 不分民族或文化背
景、 不分地域， 都能享受优质教
育和学习机会。

作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
事代表，贾尼尼在闭幕式上表示，
此次大会是中国与联合国教科文
组织合作历史上的又一里程碑。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呼吁各国由竞
争转向开放合作， 加强人工智能
领域知识、资源和工具分享，强化
多方伙伴关系和跨部门合作。

教育部副部长、 中国联合国
教科文组织全国委员会主任田学
军表示， 中国愿意进一步密切与
教科文组织和广大会员国合作，
落实 《北京共识》， 继续围绕人
工智能与教育搭建国际交流平
台， 携手共建更加包容、 更加公
平、 更加优质的现代化教育， 为
全面实现2030年可持续发展目
标， 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做出应有贡献。

国际人工智能与教育大会达成《北京共识》

5月19日是 “中国旅游日”， 今年活动主题为 “文旅融合， 美好生
活”。 图为游客在山西吉县黄河壶口瀑布景区游览。 新华社发

乐享“中国旅游日”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