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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让立法让““无碍无碍””环境建设更有环境建设更有““爱爱””
■中国城市报记者 方紫薇

老旧小区建电梯成“老大
难”、药品说明书看不清小字、
被“数字鸿沟”隔离在智能化的
现代社会生活之外……发展列
车隆隆向前，生机蓬勃的年轻
人占据了主流话语，老年人、残
疾人等群体却在日新月异的社
会中屡屡碰壁，声音淹没在众
声喧哗中。

不容忽视的是，目前我
国有8500多万残疾人，60岁
及以上的老年人超过 2.8 亿
人。解决“急难愁盼”的民生
问题，建设有爱无“碍”的城
市，是彰显社会温情的一项
重要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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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简称“无障碍环
境建设法”）正式实施。这部
专门性法律从设施建设、信息
交流、社会服务三个方面作出
规定，为残疾人、老年人提供
更加便利的社会生活，确保全
体社会人员共享经济社会发展
成果。

如何让残疾人、老年人共
享信息化发展带来的实惠和便
利；如何有效治理盲道“断头”
和缘石坡道“缺失”；如何在公
共服务场所配备必要的无障碍
设备和辅助器具，让残疾人、老
年人出行办事无忧……对于这
些群众普遍关注的“急难愁盼”
问题，都可以在这部法律中找
到解决的答案。

法规亮点频频
彰显社会温情

数字经济时代飞速而来，
基建设施日新月异。障碍却无
处不在。例如，老小区安装电
梯涉及多方利益，向来是“老大
难”问题；老人即使戴着老花
镜，药品说明书上细细的小字
也难以分辨；老人很难学会使
用数字化时代的智能设备，出
行、办理服务时缺少人工指引
与绿色通道，被无形排除在智
能化生活之外；盲道“断头”和
缘石坡道“缺失”；公共服务场
所缺乏必要的无障碍设备和辅
助器具……种种不便，让弱势
群体常常感到不适与无助。

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
市为人民。无障碍环境建设法
的施行恰逢其时。从具体条款
来看，该法规有哪些亮点？

该法规提出，国家支持城
镇老旧小区既有多层住宅加装
电梯或者其他无障碍设施，为
残疾人、老年人提供便利。

相关建设正在稳步实施，
着力解决“悬空”老人问题。据
住建部统计，2018年以前，全
国既有建筑加装电梯5000部

左右，2018年是《政府工作报
告》部署加装电梯的第一年，当
年加装电梯5200部，此后逐年
增加，2022年全年加装3万多
部，2018年至 2022年累计加
装8.2万部。今年以来，截至7
月底，已加装1.8万部。

此外，该专门法规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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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
日前举行的集体采访中，全国
人大常委会法工委社会法室主
任石宏表示，纸质的药品说明
书原则上要有大字版，但有时
候药品说明书比较长，用纸质
大字版可能就成厚厚的一本
书。这种情况下可以提供电子
版，一扫描电子的大字版就出
来了，这样就最大程度上解决
了老年人和残疾人等群体阅读
药品说明书不便、字体太小的
问题。

值得注意的是，无障碍环
境建设法还提出，公共服务场
所涉及医疗健康、社会保障、金
融业务、生活缴费等服务事项
的，应保留现场指导、人工办理
等传统服务方式。对于行政服
务机构、社区服务机构以及供
水、供电、供气、供热等公共服
务机构，应设置低位服务台或
者无障碍服务窗口，配备电子
信息显示屏、手写板、语音提示
等设备，为残疾人、老年人提供
无障碍服务。

提高硬件建设、打通数字
鸿沟、完善社会服务，该法规更
加立体、全面、脚踏实地。“该法
规的实施，反映出以人为本的
立法理念，体现社会本位，关心
弱者，雪中送炭的精神，彰显法
律的温度。”中国人民大学法学
院教授刘俊海对中国城市报记
者说。

打通“数字鸿沟”
弥合服务赤字

如何塑造一个有爱无“碍”
的环境？从硬件设施来看，家
居适老化改造与交通出行安
全，或将显著改善弱势群体的
生活环境与体验。

家住江苏省连云港市的原
爷爷今年80岁，前些年腿部动
过手术，肌肉无力，在家中行走
坐卧都不太方便。“家中的洗手
间装上无障碍设施后方便很
多，在如厕与洗澡时，我就不会
坐下后半天也起不来，也不用
每次都麻烦老伴了。”原爷爷高
兴地说。

记者注意到，现在城市里
虽然也有许多无障碍设施，但
是存在不符合标准、设施之间
衔接不顺畅的问题，难以实现
无障碍设施的规范完善和互联
贯通，盲道规划不合理、出现

“断头路”、被共享单车或是汽
车占用等现象时有发生。

立法之后，权责界限在逐
步清晰。“这次我们通过立法明
确了无障碍设施的维护和管理
责任主体是谁、应当承担什么
样的维护和管理职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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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宏举例说明。

此外，弱势群体的智能化
困境随处可见：疫情期间，有老
人因为不会用手机健康码“寸
步难行”；不会使用医院的智能
挂号设备，老人只能在人工窗
口排长队等待；有些服务提供
商为节约成本淘汰人工，取消
绿色通道，却把老人与残障人
士扔在了智能化的“无人区”。

社会跑步进入智能化时
代，“数字鸿沟”成为横亘在老
年群体与社会之间的障碍。当
老人学习能力逐步下降，难以
适应变化的社会时，社会需要
向他们奔赴。弥合“服务赤

字”，为弱势群体打通数字“盲
道”的意义不言而喻。

国家出台众多政策、措施
弥合“数字鸿沟”。近年来，工
信部等部门制定出台了《关于
推进信息无障碍的指导意见》
《智慧健康养老产业发展行动
计划（2021年—2025年）》等指
导性文件，组织发布了信息无
障碍相关标准共29项，并制定
国内首项互联网应用适老化通
用设计规范，指导行业协会发
布手机、彩电等智能终端和多
媒体茶品的无障碍标准。

社会正在普遍响应。例
如，智能手机设备供应商正在
产品上搭载手机大字版、语音
提醒、配色调整、一键呼叫等功
能，方便老年与残障群体的使
用；地图类APP推出无障碍导
航功能，可以尽量避开台阶、陡
坡等障碍物；出行类 APP 的

“一键叫车”功能，更是为老年
人降低打车门槛，极大地便捷
了老年人出行。

无障碍环境建设的进度令
人喜悦。数据显示，工业和信
息化部目前已经推动了1735
家残疾人、老年人常用的网站
和手机APP完成适老化和无
障碍改造。此外，电信业务专
为老年人用户开设的“一键呼
入人工客服”专线，已累计服务
超过2.2亿人次。

创造有爱无碍社会
多地在行动

我国各地长期存在发展不
平衡、不充分的问题，这无形中
限制了无障碍环境建设的进
度。法规落地，目前还存在哪
些难点、痛点？

“一是地域差异，我国地域
广阔，不同地区的经济发展水
平和社会资源分配不均，建设
差异较大；二是资源不足，无障
碍环境建设需要大量的资金、

技术和人力资源支持，但在农
村和部分贫困地区尚面临困
难；三是各地发展水平不平衡，
一些发达地区相对容易实施无
障碍环境建设，但一些欠发达
地区面临着经济压力和技术困
难。”财经评论员张雪峰对中国
城市报记者说。

Co-Found智库秘书长张
新原对中国城市报记者说：“比
如，一些老旧小区、历史建筑等
存在改造难度大、建设成本高
的问题。地区、资源、发展程
度的差异也导致了部分地区
无障碍环境建设滞后。此外，
一些公共场所存在无障碍设
施的建设不规范、质量不过关
等问题。”

落实无障碍环境建设，多
地正在行动。

湖南省邵阳市今年承担省
民生实事项目“困难残疾人家
庭无障碍改造”1300户，为全
省任务数量最多的市州。截至
目前，该市投入资金近900万
元，完成改造1424户，任务完
成率为109.5%。

江苏省南京市政务服务中
心办事大厅服务台明确表示为
视力残疾人、听力残疾人提供
信息无障碍服务，为特殊群体
提供帮办代办服务，例如咨询
引导、全程陪办、协助填表、复
印打印等服务。

“相关政府部门和社会组
织单位要齐心协力，做到同频
共振，良性互动，打造全方位、
跨市场、跨地域、跨部门、跨产
业的信息共享机制，形成快捷
高效、技术先进、制度优良的无
障碍环境建设体系，与老年人、
残疾人的权益保护事业相辅相
成，彰显社会的温度和包容
度。”刘俊海表示。

“要加强政策宣传，提高公
众的无障碍环境建设意识；加
大投入力度，加强基础设施建
设；建立健全监督机制，加强对
无障碍设施建设和维护的监
管；同时，要加强对残障人士和
老年人的帮助和服务，实现全
民共享无障碍环境的建设目
标。”张新原说。

地方政府应积极落实无障
碍环境建设法，解决民生实际
问题，建造“有爱无碍”的人民城
市。“一是要加大资金投入，提供
足够的经费支持，切实推进无障
碍环境建设；二是要加强规划和
管理，确保设施建设的合理性和
有效性；三是需要加强宣传和教
育，提高社会对无障碍环境建设
的认识和重视程度；四是加强监
督和执法，对违反无障碍环境建
设法规定的行为进行惩处，确保
法律的有效执行。”IPG中国首
席经济学家柏文喜表示，地方政
府积极参与和落实无障碍环境
建设，才能打造更加人性化、友
善的社会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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