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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济南

都会

从从家家到到店店百百步步路路不不敢敢独独行行
盲道要么残缺要么被占，众多盲人有道也难行

12月3日是第22个
国际残疾人日，今年的
主题为“打破障碍，敞
开大门：建设包容所有
人的社会”。但是，记者
对济南市区内的盲道
与盲人生活状况调查
发现，打破障碍并不简
单。

日用品找人代买

出去逛得有人陪

每天上午9时许，刘宏伟都
要从其居住的小区走到工作的
按摩店。虽然只有百步路，却因小
区内没有盲道，刘宏伟只能紧紧
地抓着弟弟的胳膊从单元门口
走出，再慢慢走向工作地点。

“店里有十几个盲人，下班后
都要由专人领到宿舍，只有一个
比较大胆的偶尔自己走，我经常
提醒他注意安全，尽量避免单独
回家。”刘宏伟说，小区里没有盲

道，车也多，常人可能注意不到走
路的是盲人，不及时避让易致磕
碰。如果铺有盲道，大多盲人单靠
盲杖便可独立来回。

“在我这儿工作的盲人每
月平均工资有5000多元，但因
为附近的商店、诊所门口没有
盲道，我们都找不到，收入虽高
却苦于消费无门，大多数是把
钱存入银行或者是找人代买日
用物品。”刘宏伟介绍说，近些

年盲人按摩师收入渐涨，但因
没有完善的盲道系统，去公共
场所只能靠专人引导，想融入
社会又缺乏渠道。

记者走访了济南市盲人按
摩指导中心与市特教中专，工
作人员告诉记者，校内的视障
者基本都是“大门不出，二门不
迈”。“除非家里来人，可能会带
着出去逛逛。”市盲人按摩指导
中心的翟女士称。

长期处于黑暗中的视障者心理
敏感、脆弱，常人小小的举动可能会
掀起视障者心中长久的波澜。“视障
者心理特别敏感、想得多，照顾他们
的生活，要注意诸多细节，如常人引
导盲人应伸出胳膊让他们挽着，而
不是拉着他们的胳膊。”照顾过众多
盲人的翟女士称，跟盲人相处要时
时、事事留心，常人认为不起眼的小
事他们会很在意。

“弱势群体通常的一种心态，是
与这个世界的距离感。他们几乎不
被认为是这个世界的一部分，他们
因此也不觉得属于这个世界，不然
他们就不会被称为‘边缘群体’。”山
东大学哲社学院、残疾人事业发展
研究中心的葛忠明教授称，常人在
日常生活中几乎见不到盲人，这种
距离感源于社会排斥导致的残疾人
自我排斥，盲人寻求社会公平的对
待、社会交往与信任，却难以找到可
依赖的对象。

山东大学社会学系教授王忠武
认为，盲人不同于其他社会群体，长
期处于黑暗的环境中，造就了他们
独特的心理特点。“其实，他们只是
视力有问题，很多盲人的记忆力、听
力或者口才等都要强于一般人。”王
忠武说，盲人群体也是社会的一笔
财富，盲道不通畅，恰恰反映了社会
对盲人的关注度不够，“整个社会都
应该利用各方力量关怀盲人”。

有导盲犬是少数

多数盲人出行难

康宣堂盲人按摩店的老板陈
欣，是拥有导盲犬的幸运者。“导盲
犬Betty是我的眼睛，能带着我坐公
交车、出租车，进出超市等场所，生
活方便了不少。”陈欣说，全国仅有
几十条导盲犬，Betty是山东省第
一条科班导盲犬。

拥有导盲犬的毕竟是少数，
济南市其他几万名盲人只能靠
断断续续的盲道与简单的盲杖
出行。其实，导盲犬上公交在济南
也是一波三折。据报道，2012年4
月，Betty空降济南后却遭遇不能
乘坐公交车的尴尬，只能在家“待
业”。因为2007年开始实施的《济

南市养犬管理规定》第21条规定：
“不得携犬乘坐除客运出租车以
外的公共交通工具。”

其后，媒体的报道推动立
法部门修改了有关保障残疾人
权利的法律。2012年6月1日，山
东省人大出台《山东省实施<中
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保障法>
办法》，其中第48条明确规定：

“盲人可以牵引导盲犬乘坐交
通工具和出入公共场所”。之
后，国务院通过《无障碍环境建
设条例》，第16条规定：“视力残
疾人携带导盲犬出入公共场
所，应当遵守国家有关规定。”

至此，导盲犬乘坐公交、出
入公共场所有了法律依据，政
府为导盲犬开了绿灯，可涉及
济南市3 . 88万名盲人出行的盲
道之疾却依旧如故。

济南盲道设计与建设存在
诸多问题，违规占道经营、停车
等现象比比皆是，这也是各个
城市的“老大难”问题。近日，记
者实地走访市区几条街道发
现，在黑虎泉西路，有人占据人
行道与盲道，辟出自行车停放
处；在历山北路，盲道上摆出水
果、蔬菜摊；在山师东路，一段
盲道的末端竟是一堵墙……

盲道被占难解决

管理部门也无奈

“一个人不敢出门，出门不
敢走盲道，盲道上长条是‘向
前’，圆点表示‘停止’或‘拐
弯’，但很多盲道破损严重，走
在上面已经感觉不出来了。”三
箭瑞福苑东南角的“左右手推
拿店”的店主王伟称，盲道上有
时还会有垃圾，对正常人来说
没啥，对盲人来说却很要命。

“市内盲道破损的地方多，设
计也有不合理之处，即便是在泉
城广场附近，盲道也是不完善

的。”省残联维权部的王主任表
示，省残联曾多次向有关部门反
映盲道问题，每次都是无疾而终。

“在盲道上停车是违法的，
我们可以对其罚款，也可以拖
走。”市交警部门的工作人员
称，只要有居民举报或在巡查
中发现盲道停车，他们会及时
按规定处理，但在现实中很少
有人意识到这个问题，占用盲
道的问题屡禁不止。

市城管执法局的工作人员

也表示很无奈：“占据盲道与人
行道经营是长久以来的‘老大
难’问题，彻底解决比较难，处
理不当易引发冲突。”

“作为省会，济南应建成无障
碍城市，至少应实现盲道的‘无缝
对接’，连接银行、商店、公园、小
区，甚至是公共卫生间，形成一个
完整的系统。”市盲人按摩指导中
心主任于先生称，视障者期待主
管部门联合执法，设计、建设好盲
道并保障其畅通。

本报见习记者 李师胜
万 兵

专家观点

社会应该
对盲人多加关注

▲陈欣与他的山东省第一条科班导盲犬。
本报见习记者 李师胜 摄（资料片）

市区多个路段都存在盲道残缺的现象。
本报见习记者 李师胜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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