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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记者走访上海多个公共场所，采访

多位残障朋友和老年市民，发现无障碍设施、

无障碍服务仍相对缺乏，打造无障碍环境，我

们还有一段很长的路要走。

镜头1 卫生间定位难
轮椅女孩燕子有个烦恼：独自出门办事，

无障碍卫生间太难找了。“很多商场的无障碍

卫生间没有醒目标识。又或者进去了发现被

占用，里面堆着杂物。”燕子说。

记者来到西藏中路的来福士广场。根据

各楼层的卫生间指示牌，B1层到7层仅有母

婴室的标识。在商场的2层，一名保洁人员

坦言不清楚哪一层有。记者绕了一圈终于看

到，原来在来福士2层的另一个女卫生间就

有无障碍卫生间，因为没有标识，很难一下子

找到。之后，记者又来到其他楼层，依旧是老

问题：有无障碍卫生间，却没有相关标识。“无

障碍设施应当设置符合标准的无障碍标识，

并纳入周边环境或者建筑物内部的引导标识

系统。”燕子为轮椅出行者们呼吁。

镜头2 自助机不友好
视障人士使用智能手机可依靠读屏功能，

但遇到车站、银行、景区里的自助服务机仍一筹

莫展。任先生是全盲人士，一次前往银行办理

业务需在自助服务机上操作。机器没有语音

和盲文功能，他只能听工作人员在一旁说明每

个步骤，到了本人签字环节，更是麻烦不少。“我

从小不会写自己的名字。ATM机不用的，平时

就用银行的手机App。”任先生说，最后折腾了

好久，通过拍照证明等方式总算办好了业务。

《无障碍环境建设法》中规定：银行、医院、

城市轨道交通车站、民用运输机场航站区、客

运站、客运码头、大型景区等的自助公共服务

终端设备，应当具备语音、大字、盲文等无障碍

功能。昨天，记者走访发现，在上海火车站售

票大厅，十多台自助售票机提供购票、改签、取

报销凭证等服务，但遗憾的是没有语音、大字、

盲文功能。同样，轨交站点内的自助售票机也

是如此。任先生说，全盲人士可免费乘坐上海轨

交，但低视力人群可能需用自助机买票，这些不

能变动字体大小的设备对视障人士并不友好。

镜头3 说明书字太小
年过六旬的刘先生患有老花眼，视力不

佳，他认为如今很多药品说明书字体过小，老

年人即使戴上眼镜或用放大镜，也感觉费

劲，“希望能早日看到大字版的说明书”。

《无障碍环境建设法》第三十七条指出：

国务院有关部门应当完善药品标签、说明书

的管理规范，要求药品生产经营者提供语音、

大字、盲文、电子等无障碍格式版本的标签、

说明书。国家药监局为此也发布《药品说明

书适老化改革试点工作方案（征求意见稿）》，

另外还在网上公示了《药品说明书（简化版）

编写指南（征求意见稿）》等。《编写指南》中写

明：药品说明书（简化版）标题用三号黑体、加

粗、居中；正文用四号字体；段落设置，行距固

定值30磅等。 本报记者 夏韵

今天，《中华人民共和国无障碍环境建设法》正式施行，这是
我国首次就无障碍环境建设制定专门性法律。
作为一座有温度的城市，上海的无障碍环境现状如何？残障

人士等特殊群体对此有何评价？对于无障碍环境建设又有哪些
“金点子”？昨天，记者跟随熊爪咖啡的视障咖啡师殷天佑，从他
居住小区搭乘公共交通前往门店，实地体验了一回视障人士的上
班路，感受了不同场景下无障碍设施和服务的便捷度。其中，既
有好的经验做法，也有需要补上的短板，希望能为优化申城无障
碍环境提供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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盲道缺失公交难辨
天佑今年24岁，家住闵行区龙吴路5530弄吴

泾小区，虽然先天双目失明，但他乐观开朗，去年

刚入职了“火出圈”的熊爪咖啡，成为一名视障咖

啡师。

昨天上午8时30分，记者来到吴泾小区，见到

了早已等在门口的天佑——高高的个子，一身黑色

运动装，说话时始终面带微笑。当天，他要去浦东

张杨路上的华润时代广场店上班，通勤采用公交换

地铁，全程约30公里。

首先，沿龙吴路步行前往50米外的公交站

点。尽管这段路没多远，但对天佑却是个考验：龙

吴路的人行道上未铺设盲道，加上早高峰人流众

多，他只能拿出盲杖，贴着道路内侧，小心翼翼往前

挪步。“盲道是我们视障者的眼睛，可能因为这段路

太窄，旁边还有行道树，不方便设置，如果以后有机

会拓宽改造，补上这块短板就好了！另外，上海不

少路段虽然设了盲道，但有的会中途断头，有的经

常被共享单车占用，反而存在安全隐患，希望有关

部门科学规划，平时也加强管理，杜绝异物占道。”

天佑有感而发。

行至龙吴路剑川路站，更大的难题出现了：由

于看不见公交车，天佑只能听声音来确定车辆进

站，可该站台有多条线路停靠，车辆抵达后，他还得

逐一询问司机线路信息。“如果几辆车同时到站，可

能还没问完，我要等的车就开走了。”天佑说，视障

人士在搭公交车时普遍有这样的困扰，他建议，公

交公司在车外安装语音播报器，到站后自动报出线

路名称，方便视障人士“循声上车”。

乘坐地铁有人指引
8时45分，记者陪天佑登上闵行38路公交车，

用时20分钟，抵达浦星公路沈杜公路站。下了车，

左前方就是轨交8号线沈杜公路站2号口，进站后，

站务员马上打开绿色通道，并指引天佑沿着地面盲

道，搭乘无障碍电梯来到二楼站台。

9时10分，列车到站，约半小时后到达陆家浜

路站。刚下车，只见一名站务员主动上前询问天佑

是否需要帮助，得知他要换乘9

号线前往商城路站，工作人员

搀扶他慢慢下楼，来到换乘站

台，随后通过对讲机联系了商

城路站站务员，告知有位视障

人士10分钟后到站，请他到18

车厢接人。“这是上海地铁专为

残障人士和轮椅出行的市民推

出的爱心接力服务，确保他们

安全出行。”工作人员介绍。

果然，当到达商城路站时，

站务员小曹已候在门外。他一

路陪伴，将天佑护送到3号出

口。“上海地铁的无障碍环境很

赞，不仅盲道、无障碍电梯、轮

椅

等 硬

件 设 施

一应俱全，

服务更是细致

入微，我即使单独

出行，也不怕迷路！”

天佑向小曹竖起大拇指。

到店前的最后一段路

也走得很顺畅：先沿浦东

南路往南，穿过张杨路地

道，再顺着张杨路直行

100米即可，这两条路上均有盲道，且无障碍物遮

挡。上午10时15分许，天佑顺利抵达门店，从出家

门算起，全程耗时约1小时45分钟。“总体来说，上

海的公共交通很发达，无障碍设施也相对完善，就

算要去陌生地方，跟着手机导航走，问题也不大。

如果想打车，只要在打车软件里认证身份，还能享

受优先叫车服务。”天佑总结道。

就业障碍正在变少
张杨路上的这家熊爪咖啡面积不大，但布置得

十分温馨，专业设备和物料也一样不少。天佑到店

后，换上工作服，便开始清洗机器，擦拭台面，为11

点营业做准备。

“没想过能当咖啡师，真的要感谢老板给我机

会，我也非常珍惜、热爱这份工作。”天佑回忆说，他

自幼在盲童学校读书，社交圈子很窄，中专毕业后，

对未来也曾一片迷茫。“像我们视障群体，几乎唯一

的出路就是去盲人按摩店。”但他有自己的志向，希

望能跳出束缚，活出不一样的人生，“只要上进肯

学，很多工作我们也能胜任。”

2022年，天佑遇到了熊爪咖啡的创始人天

天。当时熊爪咖啡已在上海开出多家门店，帮助一

批聋哑人当上了咖啡师，而天天的下一个目标，就是

让视障者去尝试新的可能。

主动报名的天佑经过两个月培训很快掌握了

咖啡制作技巧。去年7月，首家熊爪盲人咖啡店开

张，生意异常火爆，天佑的干劲也越来越足。

“比起生活中被关照，拥有平等的学习和就业机

会，才是我们更渴望的无障碍服务！”让天佑欣慰的

是，近年来，各级政府部门和企业都在努力，为残障

群体开放更多就业岗位，并解决工作中的实际困难，

比如有电商平台招聘视障者当客服员，一些音频网

站也抛来了橄榄枝。今年7月，美团还为盲人咖啡

店量身打造了订单语音播报系统，有了这项“黑科

技”，天佑无需再求助同事，便可“听见”订单信息，快

速出杯。目前，他已开始独自运营一家门店。

期待未来越来越好
除了出行和工作，视障者在平时生活中还有什

么难处？“基本没什么障碍。”天佑解释说，如今，智

能手机都“解锁”了读屏模式，视障人士也能借助语

音提示发微信、看新闻、点外卖，与健全人别无二

致。他还喜欢跑步，因为以前在公益组织认识了一

群陪跑员朋友，闲暇时就约上他们去公园或黄浦江

边挥汗如雨，享受运动的快乐。

“如果说还有什么遗憾的，可能就是去商场和

医院，还得有人陪着。”天佑坦言，商场里店铺林立，

独自出行，很难精准定位到具体商家；去医院看病，

虽然有护士、志愿者导引，但碰上就诊高峰，有时也

顾不过来。但他相信，随着新法律的出台和新技术

的发展，未来各方面的无障碍环境一定会越来越

好，市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也会越来越高，

他愿继续当好“啄木鸟”和“测评员”，为建设高水

平的无障碍城市建言献策。 本报记者 房浩

这些“障碍”
如何跨越

市民
呼声▲ 地铁工作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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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佑为点单的顾客送上做好的咖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