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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无障障碍碍出出租租应应对对司司乘乘都都有有补补贴贴
运转成熟后转向有需求的群体

本报4月12日讯（记者 王
倩） 以百姓视角看两会，通
过普通人的观察为济南建言
献策。本报市民观察团活动启
动以来，引起了很多市民的关
注。作为本报第一届责任市民
获得者，钟倩通过自己生活中
的观察和感悟，倡议大家关注
残疾人群体，而无障碍出租补
贴、无障碍设施、城乡残疾人
家庭发放生活补贴等方面的
问题，也是她关注的重点。

去年12月开始，济南市引
进了五辆无障碍出租车，这一
时让钟倩很兴奋。在她看来，
这传递了两个信号，“无障碍
意识”得到弘扬，全社会都在
关爱残疾人，而对于像自己一
样的残疾人来说，大家为他们
营造舒适安全方便的出行环
境，清除了出行的障碍。

据统计，济南市有33万残
疾人，其中，下肢残疾、需要坐
轮椅出行的双下肢残疾人共
有约3 . 8万人。钟倩作为其中
一员，在乘坐普通出租车时遭
遇过拒载的尴尬，所以在无障
碍出租车启动之后，钟倩曾经
乘坐过。根据她的表述，车内
的设置很人性化，也非常舒
适，不单单是方便，最重要的
是拥有安全感。

然而，无障碍出租的市场
价位，让钟倩以及像她一样的
小伙伴难以接受，“残疾人群
体大都难以接受，残疾人经济
能力和生活水平受限，很难负

担得起。”钟倩这样总结。
出行有需要，但负担不

起，当无障碍出租变成就医的
交通工具，这种尴尬如何化解
呢？作为“两会”市民观察团的
一员，钟倩进行了专门的调
研，提出了几条建议。

像之前本报曾经呼吁过的
建议一样，钟倩认为，保障无障
碍出租走得更远，落实津贴(补
贴)制度，或是推出专项补助资
金。这种制度庇护是双向的，一
方面，要给出租公司以补贴或政
策性惠及、刺激，保障无障碍出
租的长久运营，也是为下一步规
范管理和有效监管提供保障。另
一方面，对符合要求的残疾人群
体发放免费乘车券，或是以其他
形式，发放公共交通补贴、出租
车补贴等。

无障碍出租是城市公共
交通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也
是人性化举措的体现。在运营
初期，专门针对残疾人群体服
务，逐步成熟后，可转向有需
求的群体，以平衡市场需求，
也应优化管理举措，降低无障
碍出租的空驶率。

济南无障碍出租车现在
仍然处在起步阶段，根据记者
了解到的信息，无障碍出租车
前期需要巨额投入，在最初运
行的一个月，出租车公司亏损
几万元。无障碍出租车的探索
还在进行，从今年1月份开始，
除了残疾人群体，无障碍出租
车也对65岁以上的老人开放，
而大家盼望的是，无障碍出租
车能多一些，价格也更亲民，
行动不便的残疾人群体、老人
等有需要的群体，都能享受到
无障碍出行。

我的济南梦
2015济南两会

盲道频被占
凸显诚信缺失

本报4月12日讯（记者 王倩）
在钟倩的印象中，一则盲道被占的新
闻深深刺痛了她。在当时的新闻报道
中，记者在和平路上进行盲行体验，
短短的一千米路程走了一个多小时，
途中遭遇了近六十个“拦路虎”。

在平时的出行中，钟倩也特别
关注盲道以及无障碍设施的运转情
况，现实却让她有些心痛。盲道被
占、无障碍设施被损坏等问题，已经
日渐泛滥，钟倩形容，这其实就跟老
赖欠账不还、违规企业肆意排污、单
位或个人霸占公共停车位、网店贩
卖假货等一样，代表了社会诚信的
缺失。

钟倩建议，应该完善相关法律
制度，虽然我国现行的法律中，如民
法通则、合同法等，都涉及诚信的规
定，但是关于社会诚信领域的法律
相对空缺，或者说缺乏可操作性，让
很多违法者钻了空子。因此，应加快
相关立法、注重法律科学性，让依法
治理拥有依据。

同时，可以逐步落实公民诚信
档案，与社会考核、银行信用等实现
动态管理，以约束个人的行为，提高
自律意识和道德水平，提高监管力度
和惩戒水平。对失信个人或企业，依
法对信用相关活动进行约束，以整肃
社会风气，促进秩序的和谐，以及经
济繁荣的发展。从另一方面说，这也
有利于构建政府、企业、公民、社会
四位一体的诚信价值社会体系。

对于失信的个人或单位，还应
重视教育和纠正，可安排他们去做
社会志愿者，这也是一次很好的学
习改过机会。

本报4月12日讯（记者
王倩） 作为残疾人群体，不
少人家庭并不富裕，有的甚至
是非常困难，有的一家就有一
名或者两名残疾人，日常生活
和经济状况都会受到直接影
响。而对于这样的家庭，钟倩
建议为城乡残疾人家庭发放
生活补贴。

这样的补贴，可以让很多
残疾人家庭提升幸福感，钟倩
称，帮助、关爱残疾人家庭，拥
有多种方式和途径，为城乡残
疾人家庭发放生活补贴，可直
接改善这个群体的生活条件。

首先，应该对城乡残疾人
家庭进行统一摸底和调查，建

立动态管理档案，将符合要求
的残疾人家庭纳入城乡低保
的保障范围中。接下来，就需
要设立城乡残疾人专项帮扶
资金项目，可联合福利机构、
民间组织、上级财政等部门，
共同贡献力量。对生活困难的
残疾人家庭每月或每季度发
放生活补贴。

在为残疾人家庭发放补
贴的同时，钟倩还建议，对城
乡残疾人家庭进行动态管理，
自然灾害、大病致贫、丧失至
亲等不同情况，应及时联合民
政部门进行救助，发放应急救
助资金，并逐步实现工作机制
常态化、制度化、规范化。

有的一家就有两名残疾人生活困难

建建议议发发补补贴贴提提升升幸幸福福感感

无障碍出租车给残疾人出行带来了便利。（资料片） 王媛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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