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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周日，是全国助残日。 对
残疾人这一特殊群体来说，虽
然仍有些烦心的事，但社会各界
也一直在努力帮助他们，使他们
更好地享受到社会经济文化发
展的成果。相关人士认为，扶
残助残，全社会应形成

一股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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帮残疾人融入社会

看看我们还需做些什么？

“人们对残疾人还不够了解”

“别说是盲人了，换正常人走都
费劲。 ”日前，某东部城市一段盲道
为避让井盖被修成“蛇形”引发不少
网友议论。 盲道本是城市为视力障
碍者提供行路方便的安全通道，但
近年来，“盲道不帮‘盲’却很忙”的
情况却时有发生。

记者发现， 不少城市的大街小
巷，盲道基本上都很“忙”，却往往不
是盲人在使用。 有的盲道被车辆、自
行车、小商小贩堵得严严实实，连普
通行人都难通过；有的破损了但无人

问津，走在上面一脚高一脚低；有的
盲道紧贴路灯，一不小心就有可能撞
上；有的盲道甚至成了“断头路”……

如今， 盲道设计虽趋于合理化，

人性化，但因人为因素所带来的问题
屡见不鲜。 “为什么我们基本看不到
盲人走在盲道上？因为不知道盲道上
会有什么东西拦着。 ”一位视力障碍
者的母亲祝女士说。类似情况并不鲜
见，如缺少残疾人专用停车位、无障
碍厕位缺乏维护、无障碍坡道坡度较
大等。本为方便残疾人放心出行的助

残设施，却“基本没人用”。 这显然也
背离了当初修建的初衷。

残疾人出行中遇到的障碍，恰
恰折射出助残事业中的“痛点”。

“问题往往在于人们对残疾人
不够了解。 ”祝女士说。盲道被占谁
来管？ 贫困重度残疾人家庭改造怎
么做？这都离不开精准的、个性化的
助残服务。 日前引发社会关注的视
障女孩“想要一份盲文试卷” 的心
愿，实际上也是对“无障碍”环境建
设的期待。

“始终在努力增进残疾人福祉”

尽管仍存在一些不足， 但社会
各界始终在探索、努力，更好地帮助
残疾人群体。

“云南省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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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视力残疾
人，是社会最困难的群体，但也是就
业潜力最大的残疾人群体。”云南省
盲人按摩指导中心主任李军说，该
省已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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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盲人按摩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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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
名盲人从业， 经过培训的盲人就业
率可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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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 为此，云南计划
在未来的五年内， 培训扶持盲人按
摩脱贫示范带头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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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扶持
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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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盲人规范化按摩店，帮
助盲人实现就业。

最新统计数据， 云南省的残疾
人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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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在李军看来，通过技能
培训、 扶持就业改变残疾人的困难
状态， 是助残事业的一个缩影。 近
日， 昆明市举行了一场残疾人就业
专场招聘会， 为残疾人提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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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岗位，除了较适合听力、言语和肢
体残疾人的分拣员、安保员、餐厅服
务员、收银员等岗位外，还有软件开
发工程师等专业性极强的岗位。 在
现场， 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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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名残疾人与用工单
位达成就业意向。“就业的路子越来
越宽， 我们实现自我价值的渠道也
多了。 ”一位肢体残疾人说。

助残不仅是扶持贫困、 为其提
供生活保障， 更要帮助残疾人这一
群体融入社会。

如今，“电子保姆” 等具有科技
含量的设备已经应用到残疾人服务
中。按下紧急求助按键，几分钟后就
有专员来解决困难； 一旦出现危急
情况，信息服务中心、社区及家属能
立刻收到信息。此外，还有自动翻书
机、智能仿生手、智能导航盲杖、读
屏软件、 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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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印技术的前臂
肌电义肢、 盲人版的打车软件……

助残路上， 类似这样的改变每天都
在发生着。

“我们还需做得更多”

中国残联数据显示， 我国每年
新增残疾人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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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 目前仍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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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残疾人有康复需求； 结合目
前的经济水平看，残疾现患率、发生
率仍处于较高水平。 我国残疾人实
现顺利地出行、工作、生活，还需要
营造更多“无障碍”环境。

全国助残日当天， 各地举行了
形式多样的助残活动， 有些地方还
拓展为“助残周”或“助残月”。

“残疾人群体需要的显然不仅
仅是助残日、助残月，而是持续的关
注。”云南一家公益机构的负责人阿
兰说，盲道很“忙”和“盲文试卷”的
烦恼，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我们在助
残活动中仍缺乏充分的主动性和规
划性。 “对残疾人群体的关爱，也不
能仅体现在帮助上。 ”阿兰说，全社
会应该把扶残助残和相关服务连成
一条线。

安徽大学社会学教授王云飞表
示， 扶残助残不只是某个部门应该
做的工作，实际上关联医疗、教育、

安全生产、职业病防治等方方面面，

更与社会中每个人紧密相关。 相关
部门、社会机构、企业和个人的扶残
助残等意识应进一步提高， 共同搭
建连通残疾人群体与公众之间的
“柔软桥梁”。

（据新华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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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链接
改善残疾人受教育环境

仍需各方共同努力

“为什么盲人只能做按摩呢？”“世界上不应
该有残疾人，我们只是切换到另外一种活法。 ”

今年年初， 从小失明的蔡聪在一档网络节目中
的演讲感动了很多人，引发人们反思“坐轮椅无
法上大学”等偏见。

中国残联副主席吕世明介绍，我国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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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签署并正式批准了联合国《残疾人权利公
约》， 该公约的目标是改变人们对残疾人的看
法，不再把他们当成“社会扶助的对象”，而是
“享受各项权利的主体”。 “接受高等教育，是残
疾人应享有的权利，也是教育公平、社会文明的
体现。 ”

“残疾人也有为社会创造价值的能力。由于
身体有缺陷，他们更需要用教育激活脑力，去实
现个人和社会价值。 ”吕世明说。

受访专家认为， 残疾人接受高等教育意味
着从特殊教育到融合教育的跨越，需要学校、相
关政府部门以及全社会的共同努力。 除了倡导
更加包容的观念意识， 还要搭建更为完善的机
制平台。

近年来， 越来越多的综合类大学对残疾学
生敞开大门，残疾考生的入学比例总体在上升。

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邓卫介绍， 无障碍校园建
设已被写入清华“十三五”规划。“提供更包容的
教学环境， 让更多的残疾人能够享受到最优质
的教育资源，让他们的大学梦变成现实。 ”邓卫
说，“只要勤奋好学， 残疾学生一样能在清华园
中健康成长。 ”

此外， 由于众多残疾人的中小学教育是在
特殊学校进行的，基础教育课程设置不规范，与
后续教育融合度较低， 进而影响残疾人不敢或
不能选择报考普通高校， 而是依旧选择专业设
置单一的“单考单招”，限制了此后的职业选择。

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储朝晖等专家
认为，要发挥高考对残疾人群体的积极作用，还
需要从根本上改善特殊教育的现状， 解决义务
教育阶段入学难、学校特殊教育师资不足、特教
随班就读呈现萎缩态势等问题。专家们建议，在
确保现行法规政策实施效果的同时， 加快推动
特殊教育立法，改革特殊教育管理体制。

（据新华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