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街头走访：
缺乏无障碍通道，老人无奈横穿马路

“地下通道原本就是为方便行人修建的，但是
没有无障碍通道，老年人、残疾人没法走，只好横
穿马路……”提起无障碍设施，不少市民总忍不住
吐槽。那么真实情况到底如何？

近日，记者实地走访了合肥不少街道、商
场等公共场所，发现整体无障碍设施维护保养
情况良好，但是占压、损坏无障碍设施现象仍
然存在。

在合肥市高新区天智路上，早晚时段小摊贩
占用盲道经营的现象比较严重，而在望江西路附
近，甚至有许多路旁的饭馆酒店直接占据盲道进
行摆座供客人吃饭。在徽州大道等多处路口，天
桥和地下通道都没有无障碍通道，给高龄老人、
残疾人等特殊群体的出行带来许多不便，安全得
不到保障。

事实上，早在 2015 年 9 月，省住建厅牵头
省经信委、民政、残联、老龄办等五部门对全省
创建无障碍环境的摸底中就发现，无障碍建设
配套设施不够完善，设施使用率不高等问题在
不少城市中依然明显。时至今日，这种现象仍
未能完全改善。

记者调查：
残障人士、老人独自乘地铁难

如今，合肥地铁 1 号线已开通运行，那么，在
地铁这种大众常用的交通工具上，无障碍设施是
否齐全呢？

记者来到合肥市地铁朱岗站外发现，要进入
地下，必须要步行走下台阶，这对于高龄老人和
使用拐杖、轮椅的人群来说，几乎不可能独自完
成。进入安检，走到刷卡的入口处，宽度只能容
纳普通人一个人通过，刷卡之后，再进入地下准

备乘坐地铁的地方，还需要经过一段扶梯，如果
乘客是拄拐杖或坐轮椅，也无法单独通过，甚至
可能需要家人把轮椅抬过去。

82岁的徐大爷腿脚不便，平时身体状况好了
需要拄拐杖行走，状况不好就需要家人帮忙推着
轮椅。作为老合肥人，一直想要感受一下崭新的
合肥地铁，但由于这一系列的障碍，让他无法真
正去体验地铁，着实有些遗憾。

市民吐槽：
无障碍坡度太陡，轮椅上不去

62 岁的市民张大爷，腿脚不便，平时基本都
是坐轮椅出行。

他告诉记者，在生活中难免会有很多不便，去
商场购物、打车、坐公交车、上下楼梯等都很不方
便。“比如许多商场、门店等公共场所，都忽略了
无障碍设施的细节设置，有的无障碍坡道太窄，
有的则是坡度太陡，高龄老人和残障人士无法通
过自己操作轮椅来上坡，甚至一不留神还会连人
带轮椅一起滑下去，而许多门店外，完全没有设
置无障碍设施。

“这几年合肥新建和改造不少无障碍设施，在
合肥公共场所、公共建筑以及住宅和居住区等，
都配套建设或改造完善了盲道、缘石坡道、无障
碍通道以及残疾人机动车停车位等无障碍设
施。”但张大爷也表示，根据自身平时对无障碍设
施的使用情况来看，许多地方无障碍设施存在着
利用率不高，二次设障情况较严重的现象。

官方发布：
无障碍多遇“人为二次障碍”

记者走访发现，不少街道、马路边都被电动车
位塞满，甚至连盲道都被占据。同样，合肥市无
障碍环境市建设工作研讨会发布的一项调查结果
也显示，合肥市大中型商业服务场所的无障碍设
施建设较为到位，但遗憾的是，“人为二次障碍”
严重，盲道占用、无障碍通道被堵，成为残障人士
的心病。

据了解，这项调查由安徽阳光残障人士服务
中心发布，他们对合肥市的大型商场、商业广场
和银行等 20 家商业服务场所的无障碍通道、坡
道、电梯、卫生间以及无障碍机动车停车位、地
位服务设施等进行了考察。结果显示，在无障碍
设施越来越多的同时，“人为二次障碍”也愈发
严重。

“盲道被占用，超市、商场门口为了只允许
行人通行，设置过多障碍，在阻挡车辆的同时，

也将残疾车、残障人士挡在门外，让我们只能对
着无障碍设施望而兴叹，非常可惜。”不少市民
感叹道。

记者了解到，目前，合肥市城市道路盲道、坡
道、无障碍标志牌等无障碍设施设置率达 98%，
公共建筑、城市道路均兼有缘石坡道和无障碍提
示标志。

政府支持：
合肥已经启动无障碍设施改造

省统计局数据显示，预计到“十三五”末，我省
60 岁及以上年龄人口将突破 1200 万人，占总人
口比重达 19%左右。老龄化程度不断加深，大约
相当于每 5 人中就有一位老年人，老年人正日益
成为使用无障碍设施的主力军。

为此，合肥市曾在全市全面启动改造无障碍
设施。此前，合肥市创建无障碍环境市工作领导
小组办公室相关负责人表示，合肥市积极创建全
国无障碍环境市，要求对于改扩建居住小区，居
住建筑无障碍设施建设率达 100%；已建居住小
区须进行无障碍改造，改造率不低于 60%；已建
高层、中高层住宅、公寓、宿舍建筑的无障碍设施
改造率不低于80%，且布局合理，符合规范要求。
目前，合肥市已经分解任务，全面启动全市无障
碍设施的改造，对一些老的无障碍设施没有改造
到位的也要全部再改造。合肥市新建公共建筑，
如电影院、文化场所等，从设计图纸就开始控制，
如果无障碍设施的设计不过关，是绝对过不了

“审图关”的。

专家建议：
全社会共同维护无障碍环境

相关专家指出，提高全社会的无障碍意识
是当务之急，亟须营造全社会关注无障碍环境
的良好氛围；尤其是加快对老旧设施的改造步
伐，加强对居住小区、园林绿地、道路、建筑物
等与残疾人、老年人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无障
碍设施改造。

此外，还要结合旧城改造计划，在扩建、改
建道路和建筑物时，同步进行无障碍改造，并
保证使用功能的系统性和连贯性，全面提升无
障碍设施的建设标准和水平；加大无障碍设施
的维护管理力度，提高无障碍设施的使用率和
使用效果；全面依法推动无障碍环境建设，加
强设施建设技术标准的实施与监督，积极调动
社会力量参与，促进无障碍环境建设的进一步
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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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障碍设施“障碍多”
高龄老人出行难

合肥城市道路无障碍设施设置率达98%
但不少被“人为二次障碍”

过街天桥、地下通道缺乏无障碍设施；许多
商场无障碍通道太陡，轮椅上不去；盲道被占用、
无障碍通道被堵……提起无障碍设施，许多高龄
老人和残障人士都忍不住“大吐苦水”。

当前我省正在逐步进入老龄化社会，老年
人正日益成为使用无障碍设施的主力军。但
是市场星报、安徽财经网（www.ahcaijing.
com）记者发现，随着老龄人口不断增加，现实
中的无障碍环境却与老年人需求之间存在着
不小的差距。 ▋记者 曾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