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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
评 残疾人家庭无障碍

改造作为政府实事项目，
通过改善残疾人居家环
境，帮助其提高生活质
量、参与社会生活、共享
发展成果，广受欢迎。

然而，近期部分市民
向新民晚报夏令热线反
映，在申请该项目时，遭遇
通知不及时、进展不告知、
需求不匹配、施工质量差
等问题，实事落到实处还
存在着“落差”。对此，
记者进行了调查测评。

■ 提前做好服务

哪些人群可以申请残疾人家庭
无障碍改造？据“上海残联”微信公
众号介绍，该实事项目的申请对象包
括本市农村困难残疾人家庭，以及本
市城镇一、二级肢体残疾人家庭。申
请方法：一是通过线上，在“一网通
办”门户网站，搜索“残疾人家庭无障
碍改造”；二是通过线下，在社区事务
受理中心提出申请。
由于每年名额申请有限制，政策

也可能会存在微调，一旦信息不畅就
可能错失机会。因此，市民呼吁，相
关部门应该增强服务意识，提前将报
名时间、政策变化等关键信息通知到
相关利益人群，尤其是一些新持证的
残疾人，确保信息通达。

■ 及时沟通进展

申请好不容易审核通过了，却又
陷入无尽的等待，根本不知施工何时
才能开始，这是不少市民集中反映的
问题。
记者了解到，由于相关流程较为

烦琐，从审核通过到具体施工，往往
要等待数月时间，而且各区启动的时
间也存在差异，往往造成市民等待
焦虑。对此，市民呼吁，改造工程能
否尽量缩短流程，加快施工节奏，让
市民早日享受到改造成果。在等待
过程中，相关部门应及时沟通项目进
展，尤其是所在区于几月份正式启动
本年度残疾人家改工程等重要信
息，莫让申请的残疾人对改造排期
“心中无底”。

■ 方案更加灵活

残疾人家庭无障碍设施改造是
根据不同残疾类别、残疾程度、不同
居家条件为残疾人家庭量身定制的
无障碍设施，可配置和改造残疾人家
庭门口坡道、厨房灶台、扶手、沐浴
椅、坐便椅等设施。
每个残疾人家庭情况都有所不

同，需求也存在个性化差异。然而，
在实际操作中，改造方案存在“一刀
切”现象。模式化的套餐搭配，残疾
人家庭缺乏自主选择权，往往造成改
造项目与需求的“错位”。
对此，市民呼吁，改造方案能否

更加人性化，根据每户家庭的实际
情况作灵活调整，让改造成效更加
“贴肉”。

■ 保障施工质量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保
障法》相关规定，新建、改建和扩建的
无障碍设施，应当符合国家有关无障
碍设施工程建设标准。这意味着，无
障碍设施的设计、施工和验收都须遵
循国家制定的相关标准和规范，确保
设施的安全性和可靠性。
目前，改造项目主要通过公开招

标的方式，由中标企业具体实施。对
此，市民呼吁，相关部门应该对改造
前、中、后环节进行监督检查，确保施
工严格遵循安全规范。同时，对于已
改造完成的无障碍设施，还应及时进
行维修和保护，确保其长期有效运
行，这是保障残疾人无障碍环境持续
可用的重要措施。

本报记者 李晓明 夏韵

■ 虹口区王老伯家楼前增建无障碍坡道 受访者供图 ■ 控江路张阿婆家拟改造的厨卫一体区域 受访者供图

1

2

3 4

案例
去咨询才知“报名截止”

73岁的朱老伯身患脊髓炎，大
小便失禁，今年初领取了残疾人证，
为二级残疾，想要申请家庭改造却被
告知“报名截止”。朱老伯的儿子向
记者反映，父亲长期居住在松江区佘
山镇新宅村，家里卫生间缺乏无障碍
设施，4月他从亲友处得知这项实事
工程后，立马向属地社区咨询。“4月
底去问，结果工作人员说，报名早就
截止了，而且我家也不符合家改申请
条件。”朱老伯的儿子认为，对于新持
证的残疾人，社区关心不足，残疾人
家改工程未“点对点”通知。“我觉得
不管是否符合条件，社区助残人员都
应该把涉及残疾人的各种福利，告知
清楚，主动公开，消除信息不对称。”
那么报名是何时截止的呢？记

者向佘山镇新宅村村委会了解情
况。相关工作人员回应称，村委会在
3月登记辖区内符合条件家改的残疾
人信息，4月初已经截止报名，而朱老
伯的儿子在4月底咨询，确实错过了
报名时间。对方透露，即使尚在报名
期内，朱老伯家也不符合参与残疾人
家改的条件，因为他的家庭并未达到
民政部门认定的“困难家庭”标准。
宝山区高境一村的残疾人沈先

生也有类似遭遇。他说，此前去属地
居委会咨询残疾人家改事项，去了却
被告知“报名4月截止了”。他认为，
属地残联前期排摸不到位，存在疏
漏，希望今后相关方就“残疾人家改”
能广泛通知辖区内的残疾人，“先通
知、再审核”，避免更多人错过报名。

案例
审核通过干等几个月
市民诸女士（化名）反映，她是二

级残疾人，今年3月，她和家人一起

申请了“上海市困难重度残疾人家庭
无障碍改造”项目，然而审核通过之
后，却迟迟等不来下一步进展。
诸女士的“一网通办”办件信息

显示，关于残疾人家改申请，3月19
日，办理状态为“窗口收件”；4月7
日，办理状态为“通过”，办理部门是
黄浦区残联。结果，申请通过后的3
个月时间里，迟迟未等到上门评估和
施工。“打电话去问，一直说‘等通
知’。”诸女士说，她从3月一直等到7
月初，迟迟不见施工队上门。近期，
她才得知，原来上海大部分区的本年
度残疾人家改工程于6月刚刚启
动。这个重要信息，此前却一直无人
告知她，“什么时候正式启动，区残联
应该主动告知申请人，而不是让我到
处去问。”
据了解，诸女士户籍地在黄浦区

五里桥街道，她申请改造的则是浦东
新区莲园路上的一处住宅，她和家人
已经在浦东居住了十多年。“卫生间
很旧很破了，也没有无障碍设施，非
常不方便。搞不懂为何好几月了还
没轮上，真是急死人！”诸女士的母亲
说，女儿是特殊人群，她自己年老体
弱，行动不便，现在在家里天天拄拐
杖，如果实施无障碍改造项目，必将
大大提升母女俩的生活质量。
记者致电黄浦区残联核实情况，

一名工作人员回复称，诸女士是“人
户分离”，根据分工安排，黄浦区残联
负责审核材料等事项，浦东新区残联
协调服务商上门实施改造工程。对
方透露，今年浦东新区的“残疾人家
改”晚于其他区开始。另外，浦东新
区计划优先改造“人户一致”的家庭，
种种原因导致诸女士等待多月。
记者又联系到上海市残疾人家

庭无障碍改造综合服务平台。相关
负责人王先生透露，今年的残疾人家
改工作，不少区已于6月初开启，但

浦东新区略晚，于6月30日才启动。
他表示，了解到诸女士的母亲行动不
便，申请人家中既有残疾人又有老
人，目前已与浦东残联、服务商等多
方沟通，为其加快处理流程。在“新
民帮侬忙”介入后，残疾人家改平台
工作人员已于7月8日到诸女士家中
先行上门评估。

案例
供给需求有“错位”
家住虹口区水电路某小区的王

老伯则反映，自己身患残疾行走不
便，家门口高达50厘米的3级台阶成
了一道过不去的“坎”，每天坐轮椅进
出家门都相当困难，迫切希望将台阶
改为坡道方便出行。
王老伯告诉记者，自己多方求助

但结果不尽如人意，最开始居委给了
他建议，可以凭借残疾证向残联申请
无障碍改造。然而，当他向区残联提
出申请时，区残联却告知，现在已经
不做无障碍通道这个项目了，让他去
找居委会、物业公司、业委会等想办
法。但相关方又表示，楼栋口的无障
碍通道不能动用小区公共维修基金，
需要居民自筹资金。
就这样兜兜转转一圈下来，难题

最终又回到了王老伯面前：如果要在
家门口安装无障碍通道，需要自己承
担相关施工建设费用。王老伯对此
不理解，明明应该成为政府实事项目
受益人的自己，为何却要自掏腰包进
行无障碍改造？
对此，虹口区残联回应称，残疾

人申请家门口安装无障碍通道的实
事项目在几年前是有的，但现在已经
没有了。根据当前的政策，像王老伯
这样的残疾人可以申请家庭无障碍
设施改造，可根据不同的残疾程度和
居家条件，为其改造厨房灶台、沐浴
扶手、坐便椅等居家设施。

但王老伯表示，自己在行动不便
后就已对卫生间等居家设施进行了
无障碍改造，当前急需的是家门口坡
道的改造，而不是居家环境的重复改
造。最终，经过街道和居委积极奔走
多方协调，有代建单位愿意承担大部
分的坡道改造费用，再加上王老伯自
愿承担剩余费用，才完成坡道改建。

案例
施工质量存瑕疵
还有市民对改造的施工方案和

工程质量不大满意。家住控江路的
张阿婆患有精神残疾，家人为其申请
了家庭无障碍改造，审核通过之后，
施工方上门评估并制定了改造方
案。“总价3.5万元的套餐，改造的项
目却非常少，不仅无法满足需求，而
且价格也不实惠。”张阿婆儿子直言，
他家需要改造的区域为厨卫一体，面
积仅5.6平方米，但方案中仅仅涉及
卫生间防滑地砖、马桶、厨房间地砖、
吊柜等固定项目，而且是施工方单方
面制定，市民无法自主选择。他们向
相关部门多次反映后，才最终调整了
改造内容。
国京路某小区居民王女士则反

映，去年3月申请了厨房和卫生间的
无障碍改造，一直等到去年10月份
才开始施工，结果施工完成后发现问
题一大堆。“施工方在定制厨房橱柜
时，把尺寸都量错了，油烟机两侧与
橱柜之间的缝隙太大，上方的橱柜门
无法关闭，下方的抽屉也关不上。”王
女士表示，之后残联派人来验收时，
因为问题太多没有验收通过，工作人
员让她直接与施工方负责人联系，但
施工单位的负责人却一直不接电
话。无奈之下，她只能反复向相关部
门投诉，要求尽快整改施工质量问
题，最终历时一个多月，施工队才上
门完成，整个过程让她心力交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