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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阅读

■以普通人的平凡书写不平凡的人生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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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吕建生是国网黑龙江电力漠河

供 电 公 司 北 极 村 供 电 所 所 长 。 今

年，已经是他扎根边疆、坚守岗位的

第十四年。14 年里，身为共产党员

的 吕 建 生 凭 着 兢 兢 业 业 的 工 作 态

度，获得全国五一劳动奖章、黑龙江

省五一劳动奖章、黑龙江省第九届

道德模范等荣誉。

北极村地处北纬 53 度，长年低

温高寒、条件艰苦，冬季最低气温有

零 下 四 五 十 摄 氏 度 。 平 时 凌 晨 5
点，天还未亮，刺骨寒风中，吕建生

就会穿上棉衣，戴上棉帽，挎起工具

背包，开启长达 10 多个小时的户外

巡线工作。

供 电 线 路 大 多 分 布 在 山 林 之

中，林间雪厚，吕建生深一脚、浅一

脚蹚着路，踉跄地走在莽莽兴安岭

上，通过巡线、检查设备，保障北极

村及周边近百公里的架空线路和地

埋电缆线路的供电安全。

近年来，冰雪旅游热潮持续升

温。北极村独具特色的旅游资源吸

引 了 八 方 来 客 ，用 电 负 荷 与 日 俱

增。为了让游客玩得舒心，吕建生

每天奔波于旅游景区、滑雪场、民

宿、农家院等地，主动了解用电情

况，满足用电需求，检查用电设备，

消除用电隐患。

吕 建 生 经 常 巡 检 的 线 路 是 10
千伏北极线和 10 千伏龙岛线。北

极村内的旅游景区和滑雪场之所以

能正常运行，也归功于这两条线路

源源不断地输送安全电能。

吕建生和同事王少亭对村内大

大小小的配电线路改造维护了 60
余处，提升线路运行的可靠性。面对极端低温天气给设备

正常运行带来的考验，吕建生时时放心不下，总是对线路进

行一次次巡检。“下暴雪或者气温骤降时，容易发生线条冻

折等突发事故，所以更需要巡检。”山路难行，车上不去的地

方，只能徒步。担心设备故障，吕建生和王少亭攀山踏雪，

对每一处基杆进行巡检。

“把扳子递给我，线杆上拔了几厘米，得给它松一松。”

吕建生对王少亭说。刺骨的寒风如冰刀一般刮在脸上，吕

建生举起望远镜，检查细节，记录数据。

冻硬的面包、带冰碴的水，是吕建生常备的“工作餐”。

“苦吗？”记者问。“人生有几个 14 年？说不冷不苦是假的，

可是一想到我们眼前巡检的线路，关系着大伙儿能不能用

上放心电，我就有了继续前行的动力。”谈到激动处，不善言

辞的吕建生红了脸。

吕建生常年随身携带两个“宝物”，分别是工具箱和“线

路抢修指南”。每条线路的走向，每个变压器台的位置，都

深深地印在了他的脑海。为降低停电的可能性，他将村内

电网走向及用电客户的供电设备绘制成了电网图。

翻开吕建生编制的“线路抢修指南”，事故多发区、隐患

集中区、山地气候区都在图纸上标注得一清二楚，鲜明的标

识为迅速恢复供电抢出了宝贵时间。

每次巡线归来，吕建生的手脚都会被冻得失去知觉，耳

朵、手脚上的冻疮犯了好、好了又犯，这些，他早已习惯。遇

上抢险抢修，为了尽快恢复供电，吕建生跪在雪地里作业，等

抢修结束，双腿早已麻木，在同事的搀扶下，才能勉强行走。

下午 3 点，巡检终于结束。吕建生没顾得吃上一口热

饭，又赶到景区对接负责人，把大型用电设备挨个检查了一

遍，确保夜幕降临之前，景区的每一盏灯都明亮如炬，以最

好的状态迎接每一位游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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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建生（左）冒雪巡检 10 千伏配电线路。

赵稼丰摄（人民视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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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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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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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沈靖然

近日，上海市的李阿姨在儿子的陪伴

下，将一面写有“服务精细 刀工精湛”的

锦旗送到了位于上海市徐汇区斜土路的

一家名叫“郑远元”的连锁修脚店。“这几

年感觉灰指甲越来越严重，来这里修治了

半 年 时 间 ，困 扰 多 年 的 灰 指 甲 竟 然 好 多

了。”李阿姨说。

在这家郑远元连锁修脚店，7 名修脚

师，每天接待顾客七八十人，日平均营业

额 8500 元以上。“如今在上海的大街小巷

运营着 17 家紫阳修脚品牌店、千余家门

店，在岗的紫阳籍修脚师超 3500 人，每家

店的生意都很好。”陕西省紫阳县人社局

修脚足浴产业办公室主任杨传斌介绍。

“八山一水一分田”的陕西紫阳，是典

型的秦巴山区县。全县 33.4 万人口中，每

年有 8 万多人外出务工。从 2014 年开始，

紫阳县将在各地开办的一些“零、小、散”

修脚门店进行整合，并作为一项产业品牌

重点培育。通过多年探索实践，走出了一

条“党政主导+龙头带动+基地培训+定向

就业”的技能增收之路。

2019 年 6 月，“紫阳修脚师”入选全国

20 个知名劳务品牌，成为一张地域名片。

一把小小修脚刀，“修”出了山区群众的致

富新路径。迄今，紫阳人在全国各地开办

修脚企业 130 余家，开设门店 1.5 万余家，

培育在岗“紫阳修脚师”5 万余名，带动就

业 20 余万人。

“2014 年，紫阳县开始开展修脚技能培训。”紫阳县创业就业

服务中心副主任张健说，围绕市场需求，紫阳县以龙头企业搭建

就业平台，与企业合作开展修脚师培训。采取订单定向培训模

式，由政府出资出场地，企业派老师授课，对学员实行“三包两免

一补”全免费政策，包吃包住包就业，免学杂费及教材用品费、免

费配备生活必需品，补助往返交通费和生活费。

当地通过定向输送员工、给予资金扶持、加强宣传推介、协

调劳资关系等措施，扶持龙头企业发展，成功培育了一批优质龙

头企业，为“紫阳修脚师”打造了稳定的就业平台。借鉴成功经

验，紫阳县不断拓展技能培训内容，开展修脚师、家政月嫂、职业

茶农、特色烹饪、养老护理、电子商务等各类免费培训班 820 期，

4.5 万名学员通过定向入职、自主创业和就近转移等方式，实现

高质量就业，月平均收入也达到 6000 元以上。

“在产业链上，紫阳县围绕产业服务所需配套产品，大力发

展生产加工业和种植养殖业。”据紫阳县人社局局长贾学平介

绍，近年来，当地陆续开发生产了技师工服、鞋垫袜子、艾草泡脚

包、茶疗泡脚包等系列产品，形成山上种药、山下建厂、山外开店

的全产业链格局。

紫阳县委书记向德刚说，“今后紫阳县将围绕产业发展目标，打

造全产业链，巩固提升这一劳务品牌，持续带动城乡居民就业增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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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里有积分超市，参与乡村建设获得的‘素质积分’可

以在超市换洗衣粉、牙膏等生活用品。”广西壮族自治区南

丹县芒场镇巴平村居民莫仲贤说，自己要更加积极参与和

美乡村建设，为家乡环境改善出一份力。

近年来，南丹县深入推进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健全基层

治理体系，创新开展“素质积分”活动，最大限度激发群众内

生动力，凝心聚力打造治理有效的和美乡村。

坚持问题导向，突出农民这一主体，南丹县聚焦正向

鼓 励 ，按 照 简 便 易 行 原 则 ，通 过 村（社 区）党 支 部 征 求 意

见、多次讨论、形成细则，最后由村民代表大会表决实施，

构建起“全民制定积分细则—全民参与积分行动—全民

进行积分兑换”的操作流程，并强化有一套积分标准、有

一间爱心超市、有一名专管人员、有一套运营机制、有一

份记录台账的“五有保障”，让群众“人人参与、人人担当、

人人尽责”。目前，全县已有 78 个行政村（社区）实施乡村

治理积分制管理。

“我们将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和党员作用，凝聚干部群

众力量把乡村治理得更好、建设得更美。”南丹县委常委、组

织部部长饶尹介绍，目前，该县村（社区）“积分超市”已筹集

物资 12 万元，兑换群众素质积分商品 3600 多件。

广西南丹健全基层治理体系

引导群众参与 建设和美乡村
本报记者 庞革平

春日，沿着宽阔平整的乡村沥青

路，一路驶向江西省樟树市洋湖乡双

溪村，两侧金黄色的油菜花海映入眼

帘，一口口整齐的鱼塘镶嵌其中。“好

路铺到家门口，公交通到家门前，横洋

路的拓宽改造不仅让村民的出行更加

方便，更带动了我们村的产业发展。”

一见面，双溪村党支部书记付国强便

对这条进村新公路赞不绝口。

付国强介绍，过去双溪村进村主

干道路面破损严重、狭窄、易积水，是

村民出行最大的“痛点”，而且阻碍了

村子产业的发展，“我们村基本上家家

户户都养鱼，但是路太差，很多大货车

进不来。现在路修好了，有效改善了

水产养殖、中药材、厂房租赁等产业的

对外运输条件。”

去年以来，洋湖乡积极引导党员、

干部践行“四下基层”要求，面对面收

集 群 众 意 见 诉 求 ，及 时 回 应 群 众 关

切。“通过广泛调研，确定了 2023 年洋

湖乡十大民生实事，其中就包括群众

反映最强烈的横洋路拓宽改造项目。”

该乡党委书记龚明表示。

横洋路是洋湖乡横梁社区至双溪

村委的一条主干道。面对道路年久失

修等问题，去年乡里争取项目，共投资

800 余万元，将原有道路拓宽升级为 6
米双车道沥青混凝土路面，惠及横梁、

洋湖、双溪等 7 个村 1 万余人。看到这

条致富路的修通，沿线多个村委都计划

盘活村里的闲置土地和房产，发展产

业，带动群众就业，促进集体经济增收。

以路兴产、以路兴村。近年来，樟

树市聚焦群众“急难愁盼”热点问题，

把改善农村道路基础设施，作为助力

乡村全面振兴的有效载体，大力推动

“四好农村路”建设。去年，该市获评

全国“四好农村路”示范县。

江西樟树改善农村道路基础设施

“交通+产业”，铺就幸福路
本报记者 朱 磊

近日，山西省新绛县果农抢抓农时，加大果树管护力度，打好丰收基础。图为新绛县万安镇杜庄村的果农在清除桃树间

的杂草和落枝。 高新生摄（影像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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