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盲人电子阅览室真方便

眼睛看不见上网听世界
本报记者 杨璐 通讯员 张昌伟

盲人朋友也能上网读报

以前，盲人张玉民夫妇闲暇时总
是不知道该去什么地方，现在一到周
末，他们夫妻俩就手牵手去泰山区图
书馆盲人阅览室读书。张玉民是个金
庸迷，他经常来图书馆看《笑傲江
湖》，现在已经看完了大半部分。在这
个地方他们不但能读到内容丰富的
读物，还能上网冲浪。“在这里，不但
能丰富我们这些盲人的业余文化生
活，还能学习很多专业知识。我正在
学习针灸和推拿，希望今后能多掌握
一门技术。”张玉民说。

25 日，记者来到泰山区盲人图书
馆，发现这里的图书馆非常大，图书

馆的坡道不但方便轮椅出入，连书架
设计的高度也能让乘座轮椅的读者
可以直接够得着。阅览室的主要道路
都铺设盲道，方便盲人行走。电脑安
上读屏软件后，盲人朋友戴上耳机就
可以顺畅上网冲浪。图书管理员建议
记者试试。记者戴上耳机，触摸不同
的键盘，键盘上的不同小点代表阿拉
伯数字和英文字母，这时耳机里面就
会发出指示声。

泰安市残疾人联合会工作人员介
绍，今年，泰安市开启盲人读书沙龙活
动，是山东首家开展此次活动的地级
市。图书馆为盲人设立的阅览室还有
专门标准，包括市级图书馆盲人阅览
室不低于 200 平方米，县级不低于 50

平方米；有声读物(磁带及光盘)100 册
(盘)以上，并配备播放设备；盲文读物
及大字图书杂志 300 册以上；配备盲人
读屏软件、耳机的电脑不低于 10 台，低
视力助视仪等盲人辅助器具；必须建
立学习、服务、联系等管理制度，图书
馆工作人员提供热情周到的服务；要
有方便盲人行走的无障碍设施，包括
有声电梯、盲道、盲点等。

在盲人电子阅览室，视障读者不
仅可以“读”盲文书籍、听有声读物，
同时还可以上网冲浪，真正实现“无
障碍阅读”。盲人专用电脑均安装有

“阳光读屏”软件，每一步操作都有语
音提示，使盲人读者也能像正常人一
样上网聊天、学习、娱乐等。

给聋儿送来助听器

近日，14 名听障儿童在家长的带
领下来到新泰市聋儿培训中心，等待
领取免费的数字助听器。测听、验配、
制作耳膜，经过工作人员一系列严格
的检测，14 名听障儿童高兴地戴上了
新的助听器。泰安市残联工作人员告
诉记者，这是“山东万名聋儿启聪工
程”启动以来，泰安的第三批救助对
象，每人将免费获得一个价值 1 万元
的数字助听器和免费的康复训练。

岱岳区村民石国民告诉记者，他
的儿子今年 11 岁，现在使用的助听器
已经戴了五六年了。“我们是农民家
庭，经济条件有限，最初给孩子配一个
800 元的助听器，而且只配一个。”石国
民说，没想到今年能有这么个机会，可
以给儿子配上一个这么好的助听器。
在验配现场，许多家长表示，由于助听
器价格昂贵，家庭条件困难，他们的孩
子都没舍得带过好的助听器。

泰安市残联工作人员介绍，这个
助听器是现在性能比较优越的，可让
孩子使用好几年，帮助他们重新听到
世界的声音。

格相关链接

近日，泰山区残联完成了 2 . 98
万名残疾人的“电子档案”录入。档案
除基本信息外，还涵盖了家庭主要成
员情况、经济状况、康复信息、教育就
业需求、社会保障等情况。

在信息采集过程中，工作人员按
照残疾人的情况做出该残疾人需求
与个性化服务计划，如白内障患者需
要复明、听力残疾儿童需要语训、残
疾人自主创业需要技能培训等。残疾
人电子档案的建立，能够比较准确的
掌握全区残疾人及其家庭的情况。通
过这些详细信息的掌握，泰山区残联
将会安排各种康复训练以及劳动就
业培训，以满足残疾人的需要。

在大多数市民
的印象中，残疾人由
于身体器官的障碍，
生活极其单调，很多
都是生活难以自理。
现在，不少残疾人的
生活已大有改观，盲
人一样可以读书看
报，肢体残疾的人享
受着现在无障碍通
道带来的便捷，他们
也有着丰富的业余
生活，编排出丰富多
彩的文艺节目。

工作人员在帮助盲人使用专用电脑上网。(资料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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