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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

究所副研究员王小波认为，无

障碍环境建设是保障残疾人、

老年人等群体权益的重要内

容，是保障残疾人融入社会、共

享经济社会发展成果的重要体

现，也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

重要路径。党的二十大报告明

确提出“增进民生福祉，提高人

民生活品质”，无障碍环境建设

工作正是为贯彻落实党中央决

策部署，全面回应残疾人、老年

人、孕妇、幼儿、伤病者、负重者

等的无障碍需求。

无障碍环境建设不仅包括

各种无障碍设施的建设，还包括

无障碍社会服务，如对听力障碍

人群提供手语服务等，在消除各

种物理障碍的基础上，建设对残

疾人等人群充分友好的城市环

境，让所有人都能切实、有效地

参与社会生活。无障碍环境建

设渗透于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

凝聚了“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

城市为人民”的重要理念，体现

了天津作为现代化大都市的人

文关怀，将进一步提升城市软实

力，打造真正有温度、有魅力、有

人情味儿的“大天津”。

让无障碍环境建设
惠及每一个有需要的人
——天津无障碍环境建设情况调查

家住南开区的冯先生因病导致听力下降，去年被诊
断为重度听力二级残疾，平时生活多有不便。家人说话
他听不清楚，水烧开了水壶响他听不见，独自在家时，亲
戚朋友上门按门铃他不知道。“比如有人上门收水费、电
费，人家又按门铃又敲门，我一点儿也听不到。人在家也
帮不上什么忙，真耽误事。”冯先生苦恼地说。

今年我市20项民心工程项目启动后，南开区残联经过
调查，确认了130多户家庭需要安装无障碍设施。前期，工
作人员对这些家庭的需求进行了摸底，针对肢体、视力、听
力、言语等不同的障碍类别，一户一策，定制改造方案。冯
先生的家人按照家庭需求申请安装可视化门铃，现在门铃
已经安装好，再有人上门，只要按门铃，客厅和卧室的灯就
会亮，提醒冯先生家里来人。“有这个可视化门铃，有人上门
就亮灯，我很快就知道，生活方便多了。”

目前，南开区和河东区已经率先启动可视化门铃的
安装工作，其余各区由街道牵头，调查摸底残疾人需求情
况，对符合条件且有需求的残疾人，按改造类别逐步进行
残疾人家庭无障碍设施改造。南开区残联的工作人员告
诉记者，家与家的环境以及住宅面积都不一样，对无障碍
设施的需求也不同，“我们在去年调查的基础上，今年再
进一步核实，根据残疾人的需求，有针对性地满足他们的
个性化需求。”

家住河东区的李先生有肢体残疾，起床下地很费劲，
妻子在家时扶着他起床，不在家时他只能紧紧抓着床边
的窗台沿儿起身，经常出一身汗。近日在区残联的帮助
下，在窗户下方墙壁上安装了扶手，他拉着扶手就能轻松
地起身了。

据市残联工作人员介绍，残疾人家庭和社区无障碍
环境建设已经成为全市残联系统的一项重要工作，各区
年年摸需求、定计划、抓落实，财政部门给予资金支持。
建设中特别强调以人为本，一户一策、一人一案、因地制
宜，并邀请市无障碍专家组的专家到现场指导，发现问题
及时整改。截至2022年 10月，完成78217户残疾人家庭
和4700多个社区（村）无障碍改造，为2万多户听力和言
语类残疾人家庭安装了可视化门铃，为6000多名盲人发
放了智能语音手机。另外，为方便残疾人出行，被市政府
列入民心工程的“天津市无障碍导向标识系统”（手机
App）也在2018年开发完成并上线运行。今年由市残联承
担的民心工程项目正在有序进行，截至目前完成了入户
调查，制定了改造方案，落实了经费，有的区已经开始施
工。除安装卫生间扶手、坐便器、抓杆等传统无障碍设施
外，还配备盲人手机等，以方便残疾人的生活。

除了生活上的便利外，能够畅通无阻地出行对残疾人
来说也非常重要。近年来，我市将城市道路、公共交通设施
列为无障碍设施建设和改造的重点，建立了一系列标准制
度，确保行动不便者安全使用。

连日来，记者在我市建成区的主次干道、市区级商业
街、步行道等人行道，城市公园、广场、重点公共建筑的人行
道口，公交车站的等候区看到，重点区域大部分都设置了盲
道。在一些新建和改建道路的人行道上、交叉路口、街坊路
口、人行横道处大多设置了缘石坡道，有些地方安全岛也进
行了坡化改造。在一些繁华与大型公共设施等重点路口，
还设置有盲人过街提示音响装置。

在地铁沿线各车站，也基本设有无障碍设施，地铁
车辆上有轮椅席位置，新增线路基本能够保障残疾人
自主出行。另外，从 2018 年 8 月 2 日起，“天津地铁”
App残疾人“爱心码”功能正式上线，天津市的持证残疾
人在完成手机注册后，可以在地铁闸机上通过扫描“爱
心码”免费进站乘车。滨海国际机场建设了高水平的
无障碍设施，配备机舱用窄轮椅以及轮椅远程登机专
用车辆。铁路车站、邮轮码头和京津城际列车均设有
无障碍设施。
刘先生是一名肢体残疾人，平时要靠轮椅出行，他说随

着地铁无障碍化程度越来越高，在地铁站内工作人员的帮
助下，他基本可以实现自己乘坐地铁出行，“尤其是一些新
建的线路，无障碍设施建设得比较完善，赶上家里人有事，
我又必须出门时，就自己坐地铁，比较方便。”

市残联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近年来，我市无障碍设施数量
明显增加、规范化程度明显提高、建设质量明显加强，越来越多
的残疾人、老年人和其他社会成员在出行、购物、就医、参与各种
社会活动时，感受到了无障碍设施带来的便利。无障碍环境建
设也完善了城市功能，提升了城市形象。不过，我市在无障碍环
境建设中依旧存在一些短板，需进一步完善。比如，新建项目无
障碍设施系统验收和维护管理上存在不同步和缺失的问题；现
有的无障碍设施被占用、损坏，盲道、人行道、缘石坡道被汽车占
用，公共厕所内无障碍卫生间被占用等现象时有发生。各部门
系统内无障碍设施较齐全，但存在设施不符合标准、各设施之间
的衔接还不顺畅等情况，整体通行能力较弱。另外，对既有多层
无电梯住宅建筑的无障碍环境改造也迫在眉睫。我市老龄化比
例增大，上世纪多层砖混住宅垂直交通问题突出，亟须探索可行
的改造模式。交通“无障碍”方面还存在短板，我市目前没有无
障碍出租车辆，无障碍公交车使用率低，公交站台无障碍设施配
套不够。
其中，老旧小区由于建成年代久远，居住环境以及设备设施

建设水平较低，同时随着城市变迁，住在里面的老年人、残疾人
比例较大，无障碍居住需求相对集中，无障碍环境建设问题尤为
突出。

2021年8月，市残联与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总院联合开展
过一项“城市更新中老旧小区无障碍环境需求及建设策略研究”
的调查，历时3个月，调查员走进中心城区6个区的29个街道、
144个社区，与441名残疾人代表面对面交流，了解他们对无障
碍环境的实际需求。此次调查重点关注老旧小区的无障碍相关
设施，客观分析老旧小区环境的安全性和便利性，并针对现状问
题提出更新对策。
课题组主要调查残疾人（老年人）居民日常生活中无障碍需

求（哪儿不方便），包括居家生活、邻里交往、参与社会活动、出行
四个方面。总结归纳的问题主要有：无障碍设施缺失、功能性失
效、设施间衔接缺乏系统性、施工水平不高、无障碍环境的维护
主体责任不明等。

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总院副总建筑师、此次调查课题组负
责人王连顺介绍，残疾人最大的需求是能像健全人一样参与社
会活动，而首当其冲的问题就是“下楼”。

老旧小区内的住宅楼绝大多数没有电梯，残疾人尤其是乘
轮椅者如何下楼是老旧小区无障碍环境建设需解决的首要问
题。目前我市老旧住宅楼加装电梯有一套完整的程序，包括申
请、实施、验收、交付以及费用分摊等，需要居民协商，真正实施
起来难度不小。“政府部门可以研究替代方式，如斜向移动平台，
其加装在楼梯间或栏板上，可代替步行爬楼梯，解决垂直交通问
题。但鉴于现有楼梯间空间尺寸，安装条件只可能考虑单人座
椅式移动平台，轮椅、童车都是上不去的，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障
碍问题，只能作为临时辅助手段。”王连顺说。还有一种替代方
式是首层独立出入，即首层住户单独改造出入口，采用阳台开
门、窗改门、门外加坡道栏杆等方式，经济成本和社会成本远小
于加装电梯，将最有需求的人群置换到首层，独立无障碍出入，
也是一个短期、现实的更新方案。

另外，真正的无障碍环境其实是让残疾人可以不依靠其他
人的帮助独自外出办事。不过在这次调查中，发现居民经常到
访的社区中心包括物业中心、居委会、党群服务中心、活动室、日
间照料中心等，无障碍设施普遍不够完善，建设水平不高。王
连顺说，“主要矛盾集中在建筑出入口、垂直交通（电梯）、低位
设施、信息发布等。比如部分社区中心出入口的坡道与小区道
路不能无障碍连接；大部分有楼层的社区中心未设无障碍电梯，
楼梯也不符合无障碍标准；大部分社区中心没有按标准要求设
置便于乘轮椅者、儿童等使用的低位设施，比如接待前台或服务
台、服务窗口等接待区，老人食堂的自助餐台、饮水机、手机充电
设施等服务区；社区中心基本也都没有无障碍卫生间。”
王连顺说，在对残疾人的调查中还发现，一些重要的服务窗口

单位也缺少无障碍设施，残疾人外出办事比较难，比如银行的
ATM机，乘轮椅的残疾人去取钱，键盘位置高，轮椅低，他们很难看
到键盘，需要用力支撑起身子才行，操作起来很困难，“健全人很难
体会到残疾人外出办事遇到的障碍，这些都要进一步改进。”

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总院副总建筑师王连顺告诉
记者，其实无障碍环境体现的是居住的人性化和便利
性，为全体人群都提供了生活方便，有着现实意义。

今年4月24日，无障碍环境建设法草案提交十四
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次会议进行第二次审议，主要
修改了立法目的、无障碍环境建设保障措施等内容，
强调无障碍环境建设的基本定位是重点保障残疾人、
老年人，同时惠及其他人。

在之前的草案一审稿中的“立法目的”一条，将无障
碍环境建设的保障对象扩大为全体社会成员，从各方反
馈的修改意见看，应突出该法的基本定位，重点保障残疾

人、老年人，同时惠及其他人。二审稿采纳该意见，修改为
“保障残疾人、老年人等平等、充分、便捷地参与和融入社会
生活，促进社会全体人员共享经济社会发展成果”。另外，
在一审稿审议过程中，有的常委会委员、部门和地方建议，
应完备有关规定，推动城镇老旧小区无障碍设施改造中加
装电梯。草案二审稿也采纳了这条建议，修改为“国家支持
既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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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应当采取措施
创造条件，推动加装电梯；房屋所有权人应当弘扬与邻为
善、守望相助等传统美德，积极配合加装电梯或其他无障碍
设施。

对于无障碍环境建设法草案的两次审议修改，王连
顺说确实都切中了“要害”。他认为，良好有效的无障碍
环境能使人“住”得安心、顺心、有尊严。无障碍环境建
设不仅仅是残联、住建部门的事，作为一项社会事业，无
障碍环境建设需要全社会投入，包括政府部门、社会团
体、企业以及民众的共同参与、共同建设。无障碍环境
建设不仅仅是硬件设施的建设与完善，同时需要提升日
常管理维护水平，依靠科技发展利用信息化、智能化手
段提升无障碍环境水平。“无障碍建设需要的是细心、爱
心和感同身受的细节处理，环境品质的提升就在纷繁零
碎的细节上，就在点点滴滴的爱心中。”王连顺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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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还存在一些短板需补足

社会学者

无障碍环境建设

进一步提升

城市软实力

图为三中心医院为行动不便的患者准备了院内接驳车，方便患者就医。

■ 本报记者 韩爱青

摄影记者 王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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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力残疾28157人
占比7.49%

言语残疾4280人
占比1.14%

肢体残疾247156人
占比65.73%

5月21日是全国助残日。从市残疾人联合会获悉，根据最新统计，我市现有

376032名持证残疾人。

对于残疾人来说，无障碍环境关乎他们能否正常居家生活和参与社

会活动；对于一个城市来说，无障碍环境是文明的标尺，也是现代

化、国际化、精细化、人性化的标志之一。

近年来，我市持续关爱残疾人，不断加快城市无障碍

环境建设步伐，有关的法律法规、标准、组织管理体系

基本建立，城市无障碍环境建设水平显著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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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力残疾29911人
占比7.95%

多重残疾8667人
占比2.3%精神残疾27544人

占比7.32%

智力残疾30317人
占比8.06%

从市残疾人联合会获悉，

根据最新统计，我市现有

376032名持证残疾人

家庭无障碍改造

方便残疾人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