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市残联
2006

年的统计数
字显示，目前全市共有各类残
疾人近

10

万，约占全市总人
口的

6.8%

，其中视力残疾
1.46

万人，听力言语残疾
2.42

万
人，肢体残疾

3

万人。根据国
家公布的调查数据，

2006

年我
国残疾人占全国总人口的比
例为

6.34%

。我市
6.8%

的比例
明显超过了全国平均水平。

2008

年，我市老年人口
（
60

周岁以上）约为
19.24

万
人，约占总人口（

145.1

万）的
13.26％

。预计
2015

年
60

岁以
上人口将达到

24.64

万人，占
总人口的

16.09％

。
而

2007

年底，全国
60

岁
及以上老年人口约为

1.53

亿，
占总人口的

11.6%

，鹤壁为
13.26％

。按照联合国的传统标
准，一个地区

60

岁以上老人
达到总人口的

10%

，则意味着
这个地区进入了老龄化社会。

随着残疾人参与社会生
活程度的提高和人口老龄化
的加剧，这些特殊人群对无障
碍环境的要求日益迫切。鹤
城，你做好准备来迎接这些数
字了吗？面对近

10

万的残疾
人、

19

万多的老年人口，他们
的需要，你体会到了吗？

2008

年
3

月
14

日，我市
成为全省开展创建全国无障
碍建设城市行列仅有的三个
地级市之一，并将于

2010

年
进行验收，消息一出，令百万
鹤壁人充满期待。一年过去
了，这件牵动着无数鹤城人民
的大事，有了多大进展，我们
的城市和市民有了多少改变？
今年

3

月下旬，记者对我市现
有无障碍设施进行了调查。

“咱们走车道
别走人行道”
张瑞鹏是一位下肢残疾

的市民， 他通过几十年的努

力， 现在开设了一家按摩中

心。

3

月

24

日，张瑞鹏坐着轮

椅出行，记者全程跟踪采访。

路线：新区鹤翔小学———

黄 河 路 ———燕 莎 超 市———新

世纪广场———华夏南路

［难题一］
没缓坡轮椅上不了人行道

张瑞鹏从新区鹤翔小学
出发，他对记者说：“咱们走车
道，别走人行道。”似乎感觉到
了记者的疑惑，张瑞鹏解释
说：“走人行道没有缓坡，总不
能把轮椅抬上抬下吧？”在行
进过程中，记者确实发现：某
些路口，在人行道入口处是直
上直下的台阶。虽然只有几厘
米高，普通市民只要把脚抬高
一点就能迈过，但是，对于坐
着轮椅的张瑞鹏来说，上那个
台阶实在是一件困难的事情。

张瑞鹏说，“我坐着轮椅
走在车道上也影响交通。在郑
州时，我坐着轮椅在人行道上
通行无阻，每段人行道都由缓
坡连起来。如果我市也这样设
计，不仅会给残疾人带来便
利，还会降低城市交通压力。”

［难题二］
超市台阶高只能望而却步

走到燕莎超市门口，张瑞
鹏告诉记者，因为不方便，他
很少去商场购物。“超市入口

台阶高，里面也没有残疾人通
道，上不去啊！另外，一些商店
门前也有台阶，有些台阶还铺
着光滑的大理石，给我们造成
了很大不便。”据张瑞鹏讲，外
地有些超市有专门的残疾人
通道等无障碍设施，但是我市
的超市里却很少见到。
“可以考虑在一些商店门

前设置栏杆或扶手，比如瑞奇
大厦的移动营业厅和位于兴
鹤大街的联通营业厅，这些都
是和生活密切相关的服务部
门。有了无障碍设施，我们也
可以方便点。”

［难题三］
厕所门前无坡道，厕内无扶手
“这个厕所设计不错，厕

所门前有坡道，我可以直接进
去。”张瑞鹏说，“有些厕所，便
池旁没有扶手，很不方便。”当
记者告诉张瑞鹏位于华夏南
路等一批新厕所里面有专为
残疾人和老年人设计的马桶
时，张瑞鹏显得很高兴：“如果
那样的话，那可方便了残疾人
和老年朋友，以后出行也不用
担心上厕所的问题了。”

高高的台阶
深深的压抑

相对于普通人来说，残疾

人有着更强烈的求知欲望，市

文化中心也就成了他们汲取

知识的圣地。 据张瑞鹏讲，他

会在路上花大约一个小时的

时间来这里看书， 无论是严

寒，或是酷暑。“但是，每当看

到那几十个高高的台阶，我就

感到压抑。 正常人轻松拾阶而

上，对我来说却是一座巍峨的

高山，每次来这里看书都是一

种挑战。 ”

3

月
29

日上午，记者见到
了市图书馆副馆长王艳梅。王
艳梅向记者讲述了这样一个
故事：飞翔的燕子。

王艳梅至今难忘这一幕：
一位拄着双拐的残疾人吃力
地爬着坡度

40

多度、高
20

多
米的台阶，身子前倾，两臂张
开，依靠双臂的力量支撑着身
体，拖着不方便的腿脚一个台
阶一个台阶地向上挪着。“就
好像一只燕子在奋力飞翔。当
时我都呆住了，那位朋友对知
识的渴望战胜了一切，但是，
其他残疾人和老年人呢？是不
是每个人都有着他那样的韧
性和毅力？”

紧锁的电梯
“文化中心的某些硬件设

施可以给残疾人和老年人提
供方便，比方说电梯。”据王艳
梅介绍，市文化中心内共有

3

个单位：一楼群艺馆，二楼图
书馆，三楼博物馆。另外，从这
3

家单位中抽调出一些人手成
立了大楼办公室，办公室拿着
一楼电梯的钥匙。电梯不经常
开放。记者发现一、二层楼梯
间安装了铁门，而且铁门常上
锁。王艳梅告诉记者，电梯入
口在一楼，市民进不去，电梯
也就用不了。

记者绕到文化中心的南
门，发现群艺馆大门紧闭。“没
开门，你从北门进吧！”一位锻
炼身体的热心市民对记者说，

当记者问文化中心有没有电
梯时，该市民表示不清楚。

希望北门台阶设置扶手
“其实文化中心南面设计

得挺合理。”另外一位市民说
出了自己的看法，“南面入口
有缓坡，如果楼梯的坡度再缓
些就好了。另外，如果北门的
台阶处设置一些栏杆扶手，能
在很大程度上方便上下楼。”
“现在图书馆内设置了残

疾人专座，但如果他们连门都
进不来，即使提供了便利，他
们也享受不到。”王艳梅说。

特殊学校里的希望
为最大限度地听取我市

残疾人对建设无障碍城市的

建议，

3

月

25

日， 记者来到了

鹤壁市特殊教育学校，聆听从

事多年“特教”工作的老师和

残疾儿童的声音。

占盲道现象严重
已经

19

岁的石磊是鹤壁
市特殊教育学校为数不多的
盲童之一，今年刚从郑州转
到鹤壁。他并没有听说过无
障碍城市，但是他说，“在
郑州也会遇到盲道被占的现
象，可是来到鹤壁，没有想
到盲 道 被 占 的 现 象 这 样 严
重。”石磊说他很少自己出
去，因为太危险。

石磊告诉记者，如果独自
行走在我市的盲道上，经常会
撞到汽车、自行车。

鹤壁特殊教育学校校长，
从事“特教”工作近

20

年的王
晓阳，直言无论学校还是家长
都很少让孩子自己出去，“盲
道更像是城市的摆设，在大街
上很少见到盲人，不是因为没
有盲人，而是太不方便”。

希望看到手语节目
在特殊教育学校工作了

十多年，现为聋哑班老师的韩
喜鸿告诉记者，学校里近

100

个聋哑儿童每天都会坐在电
视机旁看电视，他们同样喜欢
动画片。电视机里没有声音的
热闹同样令他们兴奋，“孩子
们一直有一个愿望，希望可以
看到一些专门为聋哑儿童开
设的手语节目。”韩喜鸿说，他
曾在浙江台看到过手语节目，
现在很难看到手语节目了，我
市本地的手语节目更是没有。

无障碍其实很简单
无障碍城市的创建到底

有多难？

1991

年便来到特殊教

育学校的王秋海认为一点都

不难，往往只是举手之劳，“关

键是有没有这个意识”。

王秋海说，老区的肢体残
疾人很少去新区，“因为坐着
轮椅乘坐公交车太不方便。”
但王秋海发现其他城市有无
障碍公交，“后门伸出有坡度
的铁板让残疾人进入。这样的
设置也许会花很多钱，可是公
交车可以带个木板，花不了几
个钱一样有用。”
“现在城市道路很多都铺

设了盲道，可是公交站台并没
有设置盲人等车的地方。”王
秋海认为，这种专供盲人使用
的公交站台不一定要多，但一
个市区设置几处是不为过的。

对于本地电视台新闻没
有手语翻译，王秋海说，“新闻
配上手语翻译会方便残疾人
接受信息，我们学校很多老师
都愿意为之服务。”

王秋海建议大型商场、超
市的导购员懂一点手语知识，
“不懂的话，可以到我们学校
培训，残疾人占我市人口很大

比例，这是社会应有的作为。”

无障碍七大“拦路虎”
3

月

28

日，记者选取了我

市主要交通干道的部分路段

（卫河路、

107

国道、黎阳路、大

伾路、华夏南路、淇河路、淮河

路、九州路）以及商场、公园 、

广场、政府大楼等 ，对其无障

碍设施 （主要为盲道和坡道）

的现状进行了调查，发现主要

问题有七方面。

［问题一］盲道遭破坏
代表路段：卫河路。黎

阳路派出所东
50

米处，约有
20

米人行道 （含盲道） 被破
坏、掀翻。

［问题二］盲道被占
代表路段：大伾路、淮河

路、黎阳路等。大伾路与九州
路、淇滨大道、淇河路、黎阳路
的四处交叉口附近的盲道，皆
被商贩侵占；鹤壁职业技术学
院附近商场做活动，所使用的
彩虹桥等宣传用品占了近

40

米长的盲道；黎阳路与
107

国
道交叉口处停放着

6

辆等待
乘客的面包车。

［问题三］盲道建设不连贯
代表路段：九州路、淇河

路。两条市区主干道只有部分
路段建设有盲道，很不连贯。

［问题四］没有圆点提示盲道
代表路段：大伾路。大伾

路与九州路、淇滨大道、淇河
路、黎阳路的四处交叉口附近
的盲道，只有与黎阳路交接处
设置了圆点状的提示盲道。

［问题五］道路连接无坡道
代表路段：黎阳路。黎阳

路与兴鹤大街交接处至
107

国道交接处近
300

米的路段，
被分为

5

个小路段，路段出口
皆没有设置坡道。

［问题六］公共场所前无坡道
记者选取的市区内

4

个
主要大型超市、

15

个政府大
楼，

1

个超市入口有坡道，
7

个
政府大楼有坡道。与残疾人关
系密切的市民政局、图书馆、
火车站入口皆无坡道。

［问题七］坡道较陡
代表：新世纪广场、汽车

站。新世纪广场只有北面设置
了坡道，但坡道又窄又陡，近
45

度，仅凭个人力量很难把轮
椅推上去；汽车站入口设置的
坡道同样狭窄。

市民意识淡薄
2008

年

12

月

3

日第

17

个国际残疾人日时，本报对我

市市民有关盲道的认知进行

了调查，超过三成市民不识盲

道，有些市民认识盲道但不知

其重要性。 因此出现大量盲道

被占、城市建设不重视坡道设

置、厕所残疾人专用的小便器

和坐便器无人清洗的现象。

记者再次采访了
20

位学
生，

7

位不识盲道，超过
10

位
学生认识不到盲道、坡道等无
障碍设施对残疾人的重要性。

10

位学生表示自己从未在课
堂上学习过无障碍设施方面
的知识，家长更没有这方面的
教育。媒体虽然对无障碍设施
的报道和宣传不遗余力，但大
多是细枝末节的报道，很少有
媒体系统地介绍无障碍设施
的范围、涵盖内容以及要求。
在我市，记者未发现盲道设置
警示牌，只有个别设置坡道的
场所提示坡道方向所在。

引导市民更好地认识无
障碍设施，培养市民爱护无障
碍设施的意识还有很长的路
要走。

解读我市创建
无障碍建设城市方案

今年

3

月下旬， 市残联、

市建设局 、市民政局 、市老龄

办等部门联合下发了《鹤壁市

创建全国无障碍建设城市工

作实施方案》， 正式启动鹤壁

市无障碍城市的创建工作。 本

报选取《实施方案》重点，对其

进行解读。

城市道路
1．

人行道入口处坡道设置
率达

100%

。城市人行道及人
行横道各种路口坡化改造率
（含新建率）不低于

60%

。
2．

主干道及商业街、步行
街等的人行道和公园、广场、
重点公共建筑的就近地段和
出入口应设置行进盲道和提
示盲道。

3．

已建城市道路主要位置
的人行横道根据需要，增设过
街音响信号装置。

公共建筑设施
1．

各类公共建筑无障碍设
施建设率达到

100%

。
2．

政府办公建筑、医院、广
场、城市公园、大中型商场、加
油站、高速公路服务区无障碍
改造率不低于

60%

；饭店、宾
馆、邮政、电信、银行、室外公
共厕所无障碍改造率不低于
40%

；文化馆、图书馆、展览馆、
博物馆、纪念馆、影剧院、体育
场馆 无 障 碍 改 造 率 不 低 于
50%

；职业技术学院、中小学、
托幼建筑无障碍改造率不低
于

20%

。

公共交通设施
1．

火车、汽车客运站，实现
无障碍化。

2．

公共汽车等公共交通工
具满足残疾人的需要。

特殊设施
1．

新建、扩建福利企业、康
复中心、残疾人综合服务设
施、养老机构、老年人服务设
施应实现无障碍化。

2．

对建成的福利企业、养
老机构、老年人服务设施进行
无障碍改造，改造率

80%

。
3．

选择一到两户残疾人或
老年人家庭进行无障碍建设
与改造。

居住小区
1．

新建、扩建居住小区、
居住建筑无障碍设施建设率
达

100%

。
2．

已建居住小区改造率不
低于

40%

；已建高层和中高
层住宅建筑无障碍改造率不
低于

6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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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盲道一般由两类砖铺就，一类是条形

引导砖，引导盲人放心前行；一类是圆点

提示砖，提示盲人前面有障碍，该转弯了。

人行道在路口应该设坡道；坡道的坡

面应平整，且不应光滑；坡道下口高出车

行道的地面不得大于

20

毫米；坡道的坡

度一般要求小于

5%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