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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潍坊

关注

六六万万多多盲盲人人办办证证者者不不足足六六分分之之一一
意识淡薄成为主要原因

本报10月14日讯(记者 李
涛)10月15日是第30个国际盲人
节。14日，记者从潍坊市残疾人
联合会了解到，根据第二次全国
残疾人抽样调查比例推算，潍坊
共有盲人6 . 6万人，而到相关部
门办理残疾证的不足一万人。

今年国际盲人节的主题是
“消除障碍，促进融合”。每年国

家和社会都采取扶助、救济和
其他福利措施，保障和改善残
疾人的生活；对生活确有困难
的残疾人，通过多种渠道给予
救济、补助。

潍坊市残疾人联合会工作
人员介绍，早在2011年，潍坊市
残联就针对残疾人群体推出众
多优惠福利政策，部分县市区也

会根据各自情况推出优抚政策。
记者采访获悉，潍坊绝大

部分盲人都没有办理残疾人
证。目前潍坊已办理残疾人证
的盲人共有9100多人，而根据
第二次全国残疾人抽样调查比
例推算，潍坊共有盲人6 . 6万
人，办证者不及六分之一。

对于众多残疾人没有办理

残疾人证件的现象，潍坊市残
疾人联合会工作人员分析，主
要原因是大部分盲人没有办理
残疾人证的意识，特别是生活
在农村的盲人，很多人感觉基
本不出门，就放弃了办理残疾
人证的想法；还有部分人存在
心理上的门槛，不愿意过多的
人干预其生活；另一方面，部分

盲人是到老年后才丧失视力
的，对于办理残疾人证件没有
太多的关注。

潍坊市残疾人联合会工作
人员介绍，视力残疾共分四个
级别，视力残疾人可以到当地
残联提出申请，再由潍坊市残
联进行审核，审核通过后发放
残疾人证。

国际盲人节，关注盲人

他他们们的的世世界界同同样样绚绚丽丽多多彩彩
你用眼睛看世界，他们看不到，只能用手摸索、用耳倾听、用心感受这个世界。如果，你的眼前一片漆黑，熟悉的路变变得陌生，方向

变得难以把握，你该怎么办？10月15日是第30个“国际盲人节”，在这个被称为“白手杖节”的日子到来之前，记者跟随他们体验他们的
生活，走近他们的运动，听听他们的故事。

“这是爱好，

但不是谋生手段”

“盲人门球”，对于普通人
来说这是一个很少接触甚至从
未听说的词汇，但对于盲校的
孩子来说，这是一项他们喜欢
并且乐于从事的运动。侯苹苹
就是因为喜爱这项运动，从济
宁来到了潍坊。

侯苹苹是先天性弱视，除
非离的很近，不然眼前的事物
就难以分辨。但小姑娘很开朗，
说名字时怕我们记错还专门说
是“苹果的苹”。她的老家在济
宁金乡，是全国著名的“大蒜之
乡”。

跟潍坊结缘是因为2010年
参加的一场盲人门球比赛，现
在的教练王金琴老师看到了这
个初出茅庐的姑娘身上充满干
劲，之后便邀她到潍坊训练。对
于侯苹苹来说，潍坊有她崇拜
的教练和取得耀眼成绩的学
姐，她有些羡慕，于是便来到了
潍坊。

穿上厚厚的训练服，戴上
黑黑的眼罩，身体半蹲，手指触
地，凝神倾听球内响铃的声音，
随时准备用身体将飞速袭来的
门球挡在门外。这是侯苹苹跟
队员们几乎每天都在练习的动
作。重2 . 5斤的橡胶球在她们
手里就像炮弹一样在场地内穿
梭，用身体将球拦下的时候就
会听到“噗噗”的撞击声。

在学校盲人门球训练馆内
一旁的座椅上，放着一盒所剩
不多的创可贴还有一卷未拆封
的绷带。侯苹苹说如果训练的
时候动作不对就会摔的很疼，
而且容易受伤，她自己就有把

胳膊肘磕了一个大伤口的经
历。侯苹苹说，若不小心被打到
脖子，“一天都说不出话来”。

侯苹苹的学姐们曾经在北
京残奥会上获得了亚军，又在
伦敦残奥会蝉联了此项亚军，
这让她很是羡慕，她也想能跟
她们一样站到高高的领奖台
上，但她心里也清楚地知道那
不是只靠努力就能达到的高
度。而且门球对她来说是一种
爱好，但不是以后谋生的手段。

“不怕车撞我，

就怕我撞车”

今年30岁的杨志建来潍坊
已经有几个月的时间了，对于
潍坊的道路，张志建说，“我不
怕车撞我，就怕我撞到车。最怕
撞到了电动车，摔坏了人家东
西怪不好的。”

张志建在福寿街金马路口
的一家按摩店工作，平时基本
上就是坐公交车或者步行出
门。对于平时的出行，张志建
说，“现在我的朋友中，几乎没
有盲人使用盲道。”张志建的习
惯就是以行车道边的马路牙子
标记，顺着车流前行。“说真的，
自行车道的最外侧基本没有障
碍物，反而更加安全。”张志建
无奈地说。就此，记者跟随张志
建走了他比较陌生的200米路
程，体验盲人行走道路状况。

张志建刚从按摩店出来三
四米，就遭遇了“拦路虎”，私家
车停放的前后不一，眼看着张
志建就一个个的撞上去。看到
这番情景，记者见着障碍就会
提醒张志建，没想着他笑着告
诉记者，“要是你老这么提醒
我，就不是平时我自己走路的

状态了”。旁边就是盲道，为什
么张志建还要走普通的路呢？
他告诉记者，现在的盲道上会
有石墩、电线杆或者是井盖等
障碍物，走在盲道上还没有走
平常的路更有安全感。

在记者的建议下，张志建
重新走到盲道上。刚一上盲道，
就被路边石墩撞了小腿。张志
建往旁边挪了挪，又撞上了路
边绿化带的围栏。

记者跟随着张志建又走了
五六米的盲道，两个公共垃圾
桶放在盲道的正中间，张志建
拿着的手杖刚好没有碰触到，
直接撞到上面。无奈之下，杨志
建又重新回到普通道路上。

一场体验下来，来回200米
的路程，杨志建走了近二十多
分钟。杨志建告诉记者，自己在
盲人中算胆大的，什么陌生地
方都敢独自去，过去他也曾尝
试着走盲道，可后来体会到不
便后就留了个心眼，“太多不规
范的地方，防不胜防。”

“不过还是好人多，在外行
走多靠人。”临别前，张志建说。

记者手记

用心看世界

就会很快乐

“黑夜给我了黑色的眼睛，
我却用他寻找光明”，一句诗成
了一群特殊人的写照。走近他
们，并没有预想到的冷漠、愤懑
和负面。因为看不见，他们的行
为很单纯，他们的想法很简单，
他们对未来的期盼也温暖而坚
强。

周一是潍坊盲校例行的升
旗时间，大家在为一个学生鼓

掌，为他给盲同学系鞋带，为他
帮老师照顾生病的同学。

谈及父母，侯苹苹的语气
很平静。心里想的是把推拿手
法学好，回济宁老家开一家店，
好让70多岁的姥姥、姥爷有个
依靠。

侯苹苹说她在普通小学读

过一年，当时跟同学们都一起
玩一起闹，后来转到特殊学校，
慢慢地就跟以前的朋友疏远
了，不过她觉着自己挺看的开。

其实，他们就跟普通人一
样，只是出行不方便，只是生活
的圈子有些小，不用太大的理
想，平平静静地就好。

当球过来的时候，必须用全身来阻挡。 本报记者 张浩 摄

张志建尝试着走在盲道上。 本报记者 秦昕 摄

本报记者 秦昕 张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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