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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障碍设施，建好也要管好
■人民日报记者 施 芳

无障碍设施是方便残疾
人、老年人、伤病人士等特殊群
体参与和融入社会生活的重要
基础条件。

近年来，无障碍设施建设
日益提速，不仅方便了特殊人
群的日常生活，也彰显了社会
文明的进步、城市发展的温
度。但与此同时，由于设计、管
理等方面的问题，一些无障碍
设施不仅没有发挥应有的作
用，甚至还存在安全隐患。

广东广州市民黄女士的父
亲年事已高，住在六楼，没有电
梯，老人腿脚不便，所以很少外
出。前些年，当地老旧小区改
造，楼里加装了电梯，进楼的台

阶也改成了坡道，老人喜出望
外，“终于可以坐着轮椅出门
了”。但走了几趟才发现，无障
碍坡道并不好用，“坡道的坡度
得有40度，正常人上下都不容
易，更何况是推着轮椅”。

老人喜欢去社区小花园晒
太阳，一侧入口的草地上，铺着
几块供人行走的青石板。石板
凹凸不平，轮椅每次都会卡在
两块石板之间，必须用力将轮
椅的转向轮抬到石板上才能继
续前行。另一侧入口则设立了
栏杆，栏杆中间留出了一个“Z”
形通道。通道很窄，坐在轮椅
上的人必须把手脚小心收起，
才能勉强通过。有些轮椅稍
宽，就没法直接进入通道。

北京市民龚先生打篮球时

腿部骨折，需要坐轮椅去医院
接受康复治疗。医院离家不过
500多米，一路却不轻松。非
机动车道和人行道交接处有一
个近3厘米高的路缘石，每次
家人必须将轮椅高高后仰，才
能吃力地将轮椅推上人行道。
人行道上有一些地砖松动、缺
失，加上随意摆放的共享单车
挡道，家人只好推着轮椅绕着
走。“走了几回人行道，路不平
整，坐在轮椅上颠簸得厉害，后
来干脆走旁边的非机动车道
了。”龚先生无奈地说。

“无障碍设施建设是一项
系统工程，需要做好规划、设
计、施工、维护、管理等各个环
节，才能发挥出最大效用。”北
京市残疾人联合会盲人协会副

主席曹军表示，拿盲道来说，马
路上一些盲道存在“断点”，有
些被铺出多个直角转弯，视障
人士体验不佳。目前住宅小区
基本没有铺设盲道，门禁系统、
电梯也少有盲文标识或者语音
播报。各种因素叠加，导致视
障人士“能不出门就不出门”。
至于广泛关注的盲道被占用问
题，目前还没有明确的处罚条
例，只能以说服教育为主，无法
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江苏常州市民孙先生今年
43岁，因为小儿麻痹后遗症导
致行动不便。他考取了驾照，
但上路后却遇到不少麻烦，比
如停车难问题。“残疾人车位要
比普通车位宽，不然坐轮椅的
人没法下车。现在很多地方要

不没有无障碍车位，要不经常
被占用。”

孙先生是影迷，去电影院
看电影对许多人而言是一件再
平常不过的事，对残障人士却
并非易事。“好多影院没有轮椅
席位，坐轮椅的人只能到最后
一排或者第一排墙边观影。”孙
先生说。

“无障碍设施好不好，使用
者最有发言权。建议相关部门
邀请残疾人、老年人等群体和
具有专业知识的人全方位参与
无障碍设施的规划、设计、建
设，推动无障碍设施从有到好、
从能用到好用。”北京大学建筑
与景观设计学院副教授李迪华
说。各类无障碍设施都有相应
的建设标准。譬如，无障碍厕
所在入口宽度、内部空间大小、
坐便器高度、台盆高度、安全扶
手安装等方面均有标准。如果
不达标，就起不到应有的作
用。“无障碍设施和环境建设应
该严格按照相关标准与规范实
施，不能‘自行其是’，对排查中
发现的无障碍设施缺失、破损、
不标准等问题，要严格整改，使
其‘物尽其用’。”李迪华说。

我国现有残疾人约 8500
万，截至2022年底，我国60周
岁及以上老年人超过2.8亿人。
随着老龄化程度加深，特殊人群
对无障碍设施的需求更加迫
切。9月1日，无障碍环境建设
法施行。曹军期待全社会共同
努力，打造更加安全便捷、健康
舒适、多元包容的无障碍环境。

多地严查“上头电子烟”
新型毒品需引起高度警惕

不久前，湖北省黄石市阳新县警方查获

一起贩卖“上头电子烟”案，警方现场查获含

依托咪酯电子烟弹125个，电子烟杆23根。

据了解，这种“上头电子烟”外观与普通

电子烟不易区分，但犯罪分子在电子烟油中

添加了合成大麻素等成分，实际上是一种新

型毒品。

一些犯罪分子以各种方式诱导年轻人

吸食“上头电子烟”，值得高度警惕。广西、

广东、青海、山东等多地已开展行动，严厉打

击相关犯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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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头路”影响居民生活

我是云南省昆明市呈贡
区居民。我区主干道之一的
联大街东连昆明南站、西接环
湖东路，交会道路众多，属于
沟通联系路网的重要道路。
但联大街有一处700多米长
的道路，多年未动工，长期处
于“断头”状态。不仅造成周
边天润康园、翔盛园、逸园、滇
池星城等小区居民以及昆明
医科大学、昆明市外国语学校
师生出行不便，也影响到周边
翔龙街等道路的施工建设，甚
至导致菜市场等配套建设缓
慢，严重影响居民生活。请相
关部门尽快解决此问题，打通

“断头路”，方便居民生活。

【报料仅代表网友个人意见，
不代表本报观点】

■赵红旗 张芳冰 郭建岭

一家文化公司为了“促销”
字画，时不时搞“酬宾活动”，所
有参加活动的人员都能免费得
到一份精美小礼品。如果参加
人员对他们公司感兴趣，多说上
几句话，他们会更加频繁地送礼
物，比如一本书、一把扇子、一个
水杯……近日，河南省郑州市
公安局中原分局侦破一起针对
老年人的“收藏品”诈骗案，抓获
20多名犯罪嫌疑人，当场搜查
并扣押涉案字画、纪念钱币100
多件，查扣现金20多万元。

“警察同志，我爸被骗了
100多万元，这可怎么办啊？”
今年初，中原分局刑警一中队
接到辖区居民张某报警。

经了解，2019年下半年的
一天，一家公司举办的送小礼
品活动吸引了张某的父亲，老
人家在活动现场与工作人员交
谈甚欢，随后被邀请到该公司
参加经营字画的投资活动。工
作人员宣称，这些字画都是书

画界名家作品，一件价格数千
元的画，入手后可能升值到十
几万元甚至上百万元。在业务
员、主管、经理等人的轮番攻势
下，他逐渐心动并决定投资购
买字画。一开始，他投资字画
的数额较小，公司“热心服务”，
给其介绍“收藏效益”，不时赠送
其小礼品、送生日蛋糕，进而建
议其继续投资购买名家字画。

从 2019 年至 2022 年，老
人总计花费100多万元购买字
画等收藏品近百件，公司承诺
的字画翻倍收益却始终无法兑
现。张某了解到父亲的情况
后，认为父亲遭遇了诈骗，遂报
警求助。

民警经调查发现，这是一
起以投资收藏品为名针对老年
群体的诈骗案。

“嫌疑人的惯用伎俩就是
送礼品，以小恩小惠吸引老年
人，等到足够信任他们时，就开
始鼓动老年人购买所谓的藏
品。”中原分局刑侦大队一中队
中队长范涛介绍说。

初步掌握案件情况后，中
原分局成立专案组展开侦查。
办案民警根据老人提供的线
索，通过大量调查走访和分析
研判，很快锁定了以宋某为首
的诈骗团伙。

民警假扮买家与公司人员
进行接触，经深入调查，专案组
了解到，该诈骗团伙采用公司
化运行模式，以送小礼品活动
吸引老年人，虚构该公司字画、
纪念币购买收藏后能够翻倍收
益的幌子，骗取钱财。

“嫌疑人所说的藏品，经专
门机构鉴定，大部分属于没有
任何收藏价值的赝品，他们以
数十万元价格出售给老年人的
字画、纪念币，要么远远低于市
场价，要么就没有任何收藏价
值。”民警席程程说。

通过前期的缜密侦查，在
今年的夏季治安打击整治行动
中，中原分局决定对该诈骗团
伙收网。

7月10日，专案组兵分多
路，对涉案人员实施抓捕，宋某

等20多名嫌疑人落网。经讯
问，宋某等人对其以投资收藏
品坐等升值为诱饵实施诈骗的
不法行为供认不讳。

据犯罪嫌疑人供述，公司
为每一件所谓的“收藏品”都编
写了对应的销售话术，并对业
务员开展培训，让他们能够灵
活运用话术向买家进行推销。
为骗取买家信任，他们还安排
人假扮收藏专家，引诱买家购
买价格虚高的“收藏品”。

办案民警说，收藏领域对
于大多数人来说是知识盲区，
也是投资的高风险领域。老年
人大多有一定的积蓄作为养老
用，不能轻易相信“天上掉馅
饼”式的投资活动；如手头有闲
钱，想投资收藏品，要与家人进
行商量后，再考虑是否投资。
此外，购买收藏品时，应注意留
存交易合同、付款凭证等证据
原件，发现违法犯罪苗头及时
报警。

目前，该案正在进一步办理
中。（转自《法治日报》，有删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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