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调查研究：
宝城三村建于上世纪90年代，交付时

就建有无障碍通道。现年80多岁的张老

伯在这里居住了20多年，患有多种基础疾

病，77岁的妻子患有尿毒症，每周要去宝

山医院做3次血透。

近期，张先生病倒了，站都站不起来，

本就病重体弱的妻子不得不推着轮椅送他

去医院就诊。但家门口的这段无障碍通道

十分狭窄，还有180度的折角拐弯，要来来

回回腾挪好几次，才能勉强通过。

记者在现场看到，小区2号楼、3号楼、

6号楼的无障碍通道为避免占用正面台阶

空间，从侧面伸出坡道，再通过180度折角

拐弯，通往楼外。折角处的宽度仅约1.1

米，轮椅车经常会被卡住，要前前后后调整

好几次角度，方能“脱困”。

■ 解决方案：
记者转达市民诉求后，宝山区友谊路

街道与房办、服务办、残联等沟通协调，以

《上海市无障碍环境建设与管理办法》《无障

碍设计规范（GB50763-2012）》等规范性文

件为依托，向区房管局请求提供专业指导。

居委会集思广益，充分听取各方意见，

确定在不改变现有外观的前提下，通过裁

剪栏杆、加宽弯道和出口、铺平坡道等方

式，对相关无障碍通道实施“微改造”。

同时，街道召集管理办、服务办、自治

办、建管中心、居委会、物业等召开现场协

调会，在小区公示方案后，迅速启动工程。

截至发稿时，这几段家门口的无障碍通道

已基本完成改造。

上海地铁四通八达，换乘是常态，但是部分换乘站缺乏无障碍设施，或者设计存在缺陷，让行动不便

的老弱病残群体以及携带大件行李的乘客深感不便。希望能尽快改进，方便大家出行。

市民 张女士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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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调查研究：
宜山路站是3、4、9号线换乘站，问题

与虹桥路站类似，站内换乘要爬两段楼

梯，比较吃力，同样没有无障碍设施。

记者在9号线宜山路站换乘3、4号

线，顺着换乘通道指引，没多久就是一段

50级的楼梯，上去再往前，是一段坡度更

陡的楼梯，同样约50级。楼梯间用栏杆

分隔，行人分左右上下，旁边都没有设置

自动扶梯，只能步行。这对行动不便，尤

其是推轮椅和婴儿车、携带大件行李的

乘客非常不方便。

记者站在换乘通道向上瞧，发现整

个通道高度落差有十多米，宽度约5.2

米，两侧阶梯通行宽度在2.5米左右。此

时正值客流高峰，通道非常拥挤。人流

中有乘客带着大包小包，或提着大件行

李箱，还有些上了年纪、步履蹒跚的老

人，他们一手紧握扶手，一步一挪，走得

非常艰难。

这个车站到底有没有无障碍电梯？

记者找了一圈，终于有了发现：9号线无

障碍电梯有2台，分别在7号口和换乘大

厅中部；3、4号线无障碍电梯有4台，分别

位于1、2、4号口附近。尽管数量不算少，

但乘客无法通过它们在站内换乘，同样

必须“先出站，再进站”才能换乘。想省

事在站内换乘，就只能爬楼梯。

身边无障碍通道 如何真正“无障碍”
学思想 强党性 重实践 建新功问题于民

地
铁
站

记者调查发现，除了家门口，还
有不少地铁站也存在同样的问题，
如换乘通道长、坡度陡、没有无障碍
电梯等，让身体不便或带着大包小
包的乘客无奈感叹——“路难行”。

目前，上海地铁运营线路共有
  条（含磁浮线），设车站   座，
运营里程   公里，其中换乘车站
  座。这些轨交线路串联成网，通
过一个个地铁车站将人们送往四

面八方。一旦某个串联点出现“梗
阻”，就会给人带来不好的出行体
验。为此，市民希望相关各方尽快
完善地铁站无障碍设施，让大家无
忧出行。

■ 调查研究：
上海春城北小区建设于2003年左右，

共有150多个楼栋。当年交房后，张先生

等业主就发现自家的楼栋没有无障碍通

道。对此，开发商回应：小区允许10%的楼

栋不设无障碍通道。之后，居民多次向相

关部门求助，但问题迟迟得不到解决。

记者经过调查得知，小区共有12个楼

栋没有无障碍通道。东面1号—3号楼栋

和西面48号、49号楼栋的底楼是沿街商

铺，居民要通过小区车库架空层进入2楼，

共3米多高、约27个台阶。而36号—40

号、77号、78号楼栋进出口的台阶约有8

个，高度超过1米。

张先生说，小区里不少老人已年过80

岁，今年，一位老阿姨上下楼梯摔伤后，想

改用轮椅进出，但面对高高的台阶却连楼

门都出不去。

■ 解决方案：
上海春城居民区党总支委员会表示，

他们一直很重视无障碍通道的加设，不仅

与街道多次协调，还牵头业委会、物业公司

拿出了相关方案。目前，已有具备加设无

障碍通道的居民楼通过征询，即将施工。

而对于1号—3号、48号、49号楼架空

层的无障碍改造，因涉及小区公共空间部

位，按要求需召开业主大会，表决是否通过

加装无障碍升降机来解决。36号—40号

楼由于间距较近，故多个改建方案因征询

中底楼有住户反对而“搁浅”，现仍在反复

解释沟通以争取理解和支持。目前，小区

业委会正准备改选，居民区党总支承诺，新

一届业委会成立后，仍将积极推进这项“惠

民工程”，让居民能早日进出“无障碍”。

本报记者 王军 文/摄

■ 调查研究：
该小区高层住宅有居民109户，其中

80岁以上老人有17位。由于楼房建有两

层地下室，底楼抬得较高，距离小区地面近

1.6米。

记者在现场看到，一条笔直的坡道从

小区地面一直通到9个台阶高的1楼，经测

量，长7.8米、坡度近30度。胡伯伯说，子

女不在身边，平时自己坐轮椅出门常常心

惊肉跳：“上去吃力，没人推不行；下去吓

人，就怕刹不住。”楼里还有一位80多岁的

林先生患有慢性白血病，除了外出就医，

“不太敢出门”。

■ 解决方案：
小区物业公司告知，楼前的无障碍通

道是小区多年前自行加设，在当时的情况

下确实缺少专业设计。物业经理承认，这

些年，许多居民一直反映无障碍通道的坡

道确实太陡，影响居民进出，业委会也有

改造之意，但目前还没有找到切实可行的

方案。

记者从徐汇区枫林路街道了解到，镇

城建中心已请专业设计部门勘察测量，待

改造设计方案出台，就将联合居委会、业委

会、物业公司一起推动解决。在向居民公

示征询后，力争尽早施工。

■ 调查研究：
2022年，金沙社区经过“美丽家园”改

造后，乐先生发现其他几幢居民楼加设的

无障碍通道的不锈钢扶手高度均达到90

厘米，唯独他所在的18号楼的无障碍通道

扶手只有70厘米高。

乐先生的父母已是耄耋之年，且持有

残疾证。老人通过无障碍通道时，需要撑

着扶手借力，但这根矮了20厘米的“拐

杖”，让他们上下坡必须弯腰“鞠躬”。

记者查询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和城乡

建设部发布的《无障碍设计规范（GB50763-

2012）》标准得知：无障碍单层扶手的高度应

为850mm—900mm，无障碍双层扶手的上层

扶手高度应为850mm—900mm，下层扶手高

度应为650mm—700mm。条文说明中解释，

扶手是协助人们通行的重要辅助设施，可以

保持身体平衡和协助使用者的行进，避免发

生摔倒的危险。扶手安装的位置、高度、牢

固性及选用的形式是否合适，将直接影响到

使用效果。

■ 解决方案：
记者从金沙社区所在的居委会了解

到，小区于上世纪90年代建造，考虑到

老人、残障人士的进出需求，增设了无障

碍通道。后考虑到地面不平或地势低洼，

又在部分楼栋前重新铺设沥青垫高。对

于居民反映的具体情况，他们会上报街

道残联。

记者又联系了真新街道残联，对方

经调研后回复：街道残联将发挥监督作

用，联合相关部门推动整改。截至发稿

前，记者得到反馈，居委会将于本月内对

相关无障碍通道的扶手高度作出合理化

调整。

上海拥有非常发达的地铁网络，

而地铁换乘站是城市轨交系统的锚

固点，承担了主要的交通集散和中转

功能。换乘通畅与否，对提高交通效

率、减少拥堵等具有重要意义。

然而，记者调查发现，因为部分

站点换乘通道没有无障碍设施，行动

不便的乘客只能手提肩扛，一步一

挪，爬上爬下，出行换乘变成了一场

艰难跋涉。

诚然，在现有换乘通道新建或增

设无障碍设施，实现从“无”到“有”是

破解此题的最直接办法。但由于轨

道交通的特殊性，受限于每个站点的

原始设计和地理条件，增加无障碍设

施可能并非那么容易，这就需要我们

另想办法，找到其他解。

实际上，在每个换乘站，记者都

找到了无障碍电梯，但却存在两大问

题：一是不好找，乘客往往不知道无

障碍电梯有几部？在哪里？通往何

处？二是各管各，同一换乘站的无障

碍电梯分属不同线路，位于不同位

置，无法发挥换乘优势，一再让乘客

陷入“先出站，再进站”的窘境。

因此，建议各换乘站点：一、加强

标识引导，充分告知无障碍电梯数

量、位置和行进方向；二、为行动不便

乘客开辟绿色通道，发放相关凭证，让他们无

需重复购票，即可使用无障碍电梯实现换乘。

合理规划、完善无障碍设施是硬件；利

用现有资源，优化服务是软件。只有“软

硬”兼顾，联动整改，才能让市民出行更无忧、

更顺畅。 本报记者 李晓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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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民留言板
■ 黄浦区豫园街道方浜路社区食堂

门前有多个台阶，无障碍通道上有 个消火

栓，处于通道正中位置，而且通道又长又

窄，老年人的轮椅根本无法进出。

留言人 陈先生

■ 浦东新区夏碧路   号附近，必胜

客对面的无障碍通道每天都被车辆挡住。

希望相关部门加强管理和疏通，确保无障

碍通道通畅。 留言人 李先生

■ 宝山区大华路大华二村二街坊的

居民楼没有设置无障碍通道，随着小区老

龄化加剧，居民出入十分不便。希望相关

部门实地调研，尽快加设无障碍通道。

留言人 时先生

■     年曾向居委会申请，为金山区

龙轩路     弄    号楼栋加设无障碍通

道，当时居委会回复待小区“幸福家园”项

目验收后再建，但至今相关方案也没有落

地。希望相关部门加快推动无障碍通道的

加设。 留言人 俞先生

市民建议：

■ 调查研究：
地铁上海南站站是1、3、15号线换乘

站，因为连接铁路上海南站，客流量巨

大。但1、15号线与3号线换乘通道没有

直接的无障碍电梯，让人颇觉不便。

在地铁上海南站站，1、15号线在地

下运行，3号线在地面运行，两者存在高

度差。从1、15号线出来换乘3号线，需

要在铁路上海南站站内走过一条长长的

通道，再从两个入口进入3号线站台。

这两条通道都只有一部自动扶梯和

一个人行阶梯。记者看到，两边自动扶

梯都只有单行方向，不是上行就是下行，

旁边的人行阶梯宽度约5米，台阶有40

级。从铁路上海南站出站的乘客不少都

带着大件行李，着急换乘3号线的话，只

能拎着大箱子爬上阶梯，累得满头是

汗。有坐轮椅或婴儿车的，也只能下来

扶着、抱着、拎着，从旁边的人行阶梯上

一点一点慢慢挪。

实际上，上海南站1、3、15号线都有

无障碍电梯，但在换乘中利用率却很

低。从站内地图看，可直达3号线站台的

1部无障碍电梯位于西站厅，可3号线与

1、15号线的换乘通道却位于东站厅，两

者并不相通。乘客在站外可以坐无障碍

电梯到达3号线站台，但1、15号线换乘3

号线的乘客，却无法在站内享受这一便

利，除非“先出站，再进站”。

本报记者 李晓明 文/摄

■ 调查研究：
虹桥路站是3、4、10号线换乘站，而

10号线与3、4号线之间的换乘，让乘客

颇多抱怨。

记者在现场看到，由于3、4号线是架

空轻轨，10号线在地下运行，因此，换乘

通道形成一个很长的坡道。从10号线换

乘3、4号线，就走这个通道，但它只有人

行阶梯和上下两部自动扶梯，附近没有

设“无障碍通道”。如果推轮椅或婴儿

车，上自动扶梯太危险，只能从旁边的楼

梯爬上去。这段楼梯共有76级台阶，非

常“陡峭”，记者爬了一遍，花了好几分

钟，累得气喘吁吁。

采访过程中，记者遇到了坐轮椅的

陶先生和他的儿子。陶先生说，他腿

有残疾，经常要坐10号线在这里换乘

3、4号线到第六人民医院去看病，每次

走这条换乘通道都要大费周折：自己

得先从轮椅上下来，再扶着楼梯走上

去，儿子则要提着轮椅爬楼梯，走一趟

起码十几分钟。这段楼道又长又陡，

自己腿脚不好，爬的时候提心吊胆，生

怕摔下去。

难道换乘就只有这“华山一条路”

了吗？

记者在站内仔细寻找，终于找到了

无障碍电梯的引导信息，原来，10号线无

障碍电梯位于6号口，3、4号线无障碍电

梯靠近2号口。想通过无障碍电梯实现

换乘，要先从6号口出站再走到2号口。

记者实地走了一遭，发现这段路地形有

点复杂，从6号口出来后，要穿过凯旋路、

虹桥路两条马路，才能到达2号口附近

3、4号线的无障碍电梯。一圈走下来，花

了十几分钟，费时又费力。

“现在天气这么热，谁高兴在外面

走？为了坐个无障碍电梯，要出站进站，

还要重新买票，真的划不来。”不少市民

这样说。

宝山区东林路宝城三村居民楼前的无障碍通道的拐角处空间

特别狭窄，严重影响轮椅通行。希望相关部门及时改造。

市民 张老伯

宝山区
宝城三村

弯道太狭窄 腾挪不容易 市民
建议

徐汇区中山南二路申航小区小高层门厅前的无障碍通道的坡

度太陡，腿脚不便的老年人不仅出行困难，还存在一定安全隐患。

建议对坡道进行适老化改造，降低坡度。 市民 胡伯伯

徐汇区
申航小区

坡道太陡峭 上下心慌慌 市民
建议

嘉定区真新街道丰庄西路   弄金沙社区  号楼在“美丽家

园”改造中，加设了无障碍通道，但由于栏杆扶手过低，老人进出不

便。建议适当调整。 市民 乐先生

嘉定区
金沙社区

扶手太低矮 借力很困难 市民
建议

闵行区莲花南路    弄上海春城北小区十多个楼栋没有无障

碍通道，尤其 号楼底楼是商铺，居民进出要爬  级阶梯才能上到 

楼。建议增加无障碍通道。 市民 张先生

市民
建议

闵行区
上海春城

一等二十年 急盼“无障碍”

虹桥路站 通道长且陡 换梯要出站

宜山路站 要爬两处梯 台阶有百级

上海南站站 换乘客流大 扶梯单向行

■ 坡道太陡，坡度近  度

■ 扶手太矮，居民弯腰前行

■ 底楼是商铺，开发商交付时没有设置无障碍通道，居民上下

要爬许多级台阶

■ 无障碍通道的拐角处空间特别狭窄

▲ 虹桥路站换乘通道

▲

虹桥路站无障碍电梯引导图

■ 宜山路站换乘通道

■ 上海南站站换乘通道

家
门
口

家门口的无障碍通道，有的太陡、
有的太窄、有的压根就没有……连日
来，本报“问‘题’于民”报道组接到市民
关于“改造或增设小区无障碍设施”的
建议和诉求近百条。

据了解，上海现有  岁及以上老
年群体    .  万人、持证残障人士
  .  万人。一个拐角、一排阶梯、一段
陡坡……都会成为这当中许多人“越不
过的坎”。今年 月  日，上海市第十

六届人民代表大会通过《上海市无障碍
环境建设条例》，并于 月 日起实施。
打造“无障碍之城”，如何让家门口真正
“无障碍”？面对市民的呼声，记者和相
关各方展开实地调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