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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说：

今天是“国际残疾人日”，让我们一起关注残障人士

走近他们，请从尊重、关爱开始
事件回顾：

12 月 3 日是国际残疾人日。你对这个特殊的群
体了解多少？当他们在工作、生活中遇到困难，你会

施以援手吗？平时你是否以一种一视同仁的态度对待他
们？你和我，整个社会，还能为他们做些什么呢？ 话题

嘉宾说：

日前，教育部公布《国家

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

纲要》实施5周年特殊教育发

展情况。教育部基础教育二

司负责人表示，“十三五”期

间，我国将实现残疾学生高

中阶段免费，使残疾学生的

免费教育达到12年。

据了解，今后我国将加大

特殊教育投入，2016年将学生

平均公用经费标准提高到

6000元，达到普通学校的8倍

左右；“十三五”期间实现残疾

学生高中阶段免费，免费教育

达到 12 年；同时对学前教育

阶段、高等教育阶段的残疾学

生优先进行资助。此外，我国

还将健全标准，建立一套能够

反映残疾学生潜能开发和功

能补偿、融入社会能力特点的

国家课程标准，组织编写一整

套覆盖所有学科的新教材，让

残疾孩子和其他孩子一样，能

够同步接受新的思想和理念，

掌握新的知识和技能。

■记者 蔡玲玲

“阳光鹊桥”为单身残障青年搭起寻爱桥梁

上周日，一场特殊的相亲会

在葡萄园大酒店举行，参加者是

一群单身的残障青年，他们怀着

一颗纯朴真挚的心，来这里寻找

可以牵手一生的 TA。当天，有

8对嘉宾成功牵手。

据了解，由市残联主办的

“阳光鹊桥”残障青年联谊会，迄

今已举行了 3 届，前两届联谊会

促成 9 对新人喜结良缘，前年还

为 5 对新人举办了一场集体婚

礼，目前已有 6 对夫妻诞下爱情

的结晶。

残障人婚姻问题不仅事关

一个家庭的幸福美满，更关系着

社会的和谐稳定。目前，我市残

疾人共有1.87万。多年来，在政

府和社会的努力下，保障残疾人

权利和建立无障碍社会方面取

得了一定进展。但由于造成残

疾人边缘化的环境、社会和法律

障碍依然存在，残疾人在就业、

教育等方面的权利依然受到不

同程度的限制。

记者调查：

盲道被占，轮椅通行坡道缺乏，残障人士出行仍然难

如何让残障人士更自由、更

畅快地通行，已成为社会文明进

步的标志之一，也是公众关注的

热点。目前，公共场所的无障碍

设施越来越健全，但不少设施难

以发挥作用。比如，盲道是无障

碍设施建设中最基础的内容之

一，但盲道被占现象屡见不鲜，

给残障人士出行带来了麻烦。

近日，记者走访发现，市区

主干道上基本都有盲道，但有些

连贯度不够，有些被停放的小车

或摩托车占用，难以真正发挥导

盲作用。

盲人吴先生平常出门都是

由家人陪同，因为街道上很多盲

道并不通畅，“有时候会撞到停

放在盲道上的电动车”。吴先生

说，盲道本来是为了方便他们出

行的，但是盲道上障碍物多，没

有人管理，甚至有些盲道还被摆

摊设点的商贩占用。平日里他

独自一人不敢走盲道，担心被障

碍物绊倒，他的多位盲人朋友也

有类似的感受。

对于下肢残疾坐轮椅的人，

最怕的是公共场所没有专设的

坡道。记者发现，市区只有大型

超市、大型商场、医院等地有供

轮椅通行的无障碍通道和直达

电梯，大部分公共场合都没有设

置供轮椅通行的坡道。

采访中，不少坐轮椅的残疾

人 向 记 者 倾 诉 了 出 门 难 的 经

历。家住安阳街道的胡女士自

小双腿残疾，出行只能靠轮椅，

平时除了家人带她出去，一般她

都不愿意出远门。“去商场和超

市，最怕的就是台阶和楼梯，如

果没有电梯，坐轮椅就上不了

楼。”她说。

“虽然无障碍设施建设得到

重视，但由于残疾人事业起步较

晚，无障碍设施建设仍存在不少

问题。如老城区的公共场所、老

旧建筑物因为建设时间比较早，

没有配套无障碍设施。一些公

共场所虽然配有无障碍设施，但

有的不规范；一些无障碍设施虽

然建好了，但缺乏管理和维护。”

市残联相关负责人说。

公众关爱残疾人的意识有待提高

无障碍通道是为了方便残

疾人出行的专用通道，是他们参

与社会生活的基本条件。盲道

不仅引导盲人行走，还会保护他

们行进中的安全。

“平时很少关注盲人，对他

们的生活也不了解，虽然知道盲

道是专门为盲人出行提供便利

的，但真没有意识到把车子停放

在盲道上会给过往的盲人造成

麻烦。”市民张先生坦言，有时为

了贪图方便，常常把电动车停在

盲道上。

跟张先生有类似想法的市

民不在少数。他们可能并不是

有意侵占无障碍通道，而是缺少

主动维护的意识。

“盲道被众多机动车所占的

现实问题，如果仅仅启动道德的

教化方式，很难立竿见影。对于

机动车违法违规占用盲道的行

为，必须由城市管理者和交警携

手，通过适当的经济处罚，才能解

决盲道被占的老大难问题。只有

依法监管，才能使盲道成为视障

残疾人出行的辅助导航工具，使

他们依法享有出行便利的体面尊

严。”市残联相关负责人道。

除了看得到的无障碍设施

有待健全、完善，还有些“障碍”

是在一些人的心中。

市民徐先生说，在国内很多

城市，一些办事机构的工作人员

缺乏对残疾人的理解，虽然他们

也接待残疾人，但很少给予他们

特殊照顾，残疾人出门办事很艰

难。硬件和软件方面点点滴滴

的缺失，累积起来，其实就是给

残障人士融入社会、融入人群造

成大障碍。“理解从沟通开始。

从另一个角度来说，残疾人极少

出门，普通人与他们的接触就少

了，接触少了，又怎么能了解他

们？不了解，又谈何真正的关

爱、尊重？”徐先生说。

我市残疾人社会保障实现“全覆盖”

在 全 球 ，约 有 6.5 亿 残 疾

人，约占总人口的 10%。据中

国 残 疾 人 联 合 会 统 计 ，截 至

2013 年 ，我 国 共 有 残 疾 人 口

8500 万，涉及 2.6 亿家庭人口，

相当于每 4 个家庭里面就有一

个是残疾人家庭。

记者从市残联了解到，近

年来，我市采取了一系列措施，

致力于改善残疾人状况，我市

残疾人社会保障实现了“全覆

盖”。

我市对生活不能自理且残

疾等级为一级的重度残疾人，

实施集中托养和居家安养，并

根据省残联要求，出台了《关于

扩大重度残疾人托（安）养工程

实施范围的通知》，适当扩大重

度残疾人托（安）养工程实施范

围，从残疾等级为一级且生活

不能自理的持证重度残疾人，

逐年扩大至 18 至 60 周岁的残

疾等级二级且生活不能自理的

持证重度残疾人。2014 年共完

成残疾人托安养 2768 人，共投

入经费 1232.13 万元。

在残疾人基本生活保障方

面 ，截 至 2014 年 ，我 市 共 有

2239 名残疾人纳入此项工程，

其中 1953 名残疾人单独施保，

全额享受低保金；286 名残疾人

低保边缘户全额享受低保补助

金，合计发放补助金 146.93 万

元，并享受其他社会救助政策。

此外，我市还创建了 3 家

残疾人小康阳光庇护中心；将

农 村 残 疾 人 优 先 列 入 危 房 改

造；利用残疾人各种节日，积极

开展助听、助明、助行行动；设

立残疾人成人康复中心、儿童

康复中心、听力语言康复中心、

自闭症儿童康复中心、辅助器

具配发中心和残疾人评定中心

等在内的各项康复服务中心。

我们需要尊重和“一视同仁”

市民郑女士：我是重度

脊髓损伤，坐轮椅。对我来

说，如果出门能够被“一视同

仁”就好了。我平时出门会

“享受”很多人的注目礼，也

许他们是好奇，或者只是觉

得罕见。虽然我也抱着“看

就看有什么大不了的”的心

态 ，但 心 里 还 是 有 些 不 舒

服。总之，对残疾人，请大家

不要不礼貌地盯着他们看，

不要指指点点窃窃私语，如

果他们请你帮忙，能帮就帮，

这就够了。

听力障碍者渴望与外界沟通

市民卢先生：我有个听

力残疾的朋友，平时除了与

残疾人朋友及家人沟通外，

很少与外人沟通。其实，他

很期望在公共场所和普通人

有更多交流。大家只要懂一

点简单的手语，和他们简单

沟通并不困难。特别是银

行、邮局等公共服务窗口的

工作人员，应该学一点手语，

或开设手语窗口，将会大大

方便残疾人。

学学英国人如何对待残障人士

市民小黄：英国对残障

人士的照顾，会让你感动。

如果说在英国有特权，那肯

定不是针对达官显贵，而是

由残障人士所享有，他们拥

有最近的车位、单独的通道、

特别设置的路线和各类格外

的照顾。

关爱残疾人需要全社会的参与

市 残 联 工 作 人 员 林 先
生：关爱残疾人，绝不是部分

人眼中的同情与怜悯，不能

靠一两句宣传语和一个纪念

日，更不是有声无心的施舍

和敷衍，而要有完善的法律

法规做保障，要以公平正义

的公共服务机制为前提，要

有全社会的共同参与做后

盾。唯有如此，才能把特殊

化转变为常态化，把歧视与

排斥转变为平等和关爱。

相关链接：

残疾学生将享受 12 年免费教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