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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障碍城区建设系列之二

龙岗融媒首席记者 聂朦

作为国内最早推动无障碍环境建设
的城市之一，早在2009年深圳便率先以地
方立法的形式出台了《深圳市无障碍环境
建设条例》。然而，随着时代飞速发展，这
部旧法的部分内容既不适应经济社会发展
需要，也与国际一流标准存在不小差距。

今年9月1日，《深圳经济特区无障碍
城市建设条例》正式实施。以此为契机，
立志于打造“幸福家园”的龙岗，正将司法
为民理念照进无障碍城区建设的生动实
践之中，用暖彻人心的司法温度为无障碍
城区建设保驾护航。

新法引领
打造更高标准
更高质量的无障碍城区

9月 1日，志在打造法治先行示范城
市的深圳，在无障碍立法上迈出了关键一
步：《深圳经济特区无障碍城市建设条例》
（以下简称《条例》）正式实施。这是深圳
在全国首次提出“无障碍城市”理念，也是
该领域的全国首部立法。

和旧的《深圳市无障碍环境建设条例》
相比，这部具有鲜明的先行先试色彩的新
法，首次将“无障碍环境”建设提升到“无障
碍城市”建设，并创造性地将无障碍理念纳
入城市规划、设计、改造和管理等各个环
节，呈现出“受益人群更多、参与维度更广、
规划标准更高”的特征，对深圳打造城市文
明典范，加快建设彰显文化软实力的现代
文明之城无疑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以往，人们谈到‘无障碍’一词时，总
是想当然地认为这件事仅仅与残疾人有
关，实际上这是一个认识误区。”在龙岗区
残联权保部负责人郑东林看来，《条例》从
法律层面将无障碍领域的保障对象由过
去的“残疾人”扩大为“残疾人和老年人、
伤病患者、孕妇、儿童以及其他有需要
者”，这是一个极具人文关怀的进步，“这
样的观念进步，更加有利于保障每个个体
平等参与城市建设、共享城市发展成果的
权利，也更有利于无障碍城市建设的成果
最大化地惠及群众。”

与此同时，《条例》从理念文化、器物
环境、制度规则等多个维度切入，明确了
政府、社会、公民等各方职责，致力于构建
全社会的无障碍意识、文化氛围和治理机
制，构建从前期规划、设计到后期管理、服
务的全链条无障碍城市建设体系。以与
广大残疾人和有需要者生活息息相关的
无障碍停车位为例，《条例》对各方职责的
界定可谓细致至极：“违法占用无障碍停
车位影响肢体残疾人使用的，停车场管理
单位应当予以劝阻，经劝阻拒不驶离的，
由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责令改正并处
五百元罚款；停车场管理单位未履行无障
碍停车位监管职责的，对停车场管理单位
处两千元罚款”。

再者，《条例》明确要求市、区政府及
其相关部门制定专项发展规划时应与无
障碍城市建设发展规划相衔接，并鼓励政
府部门和群团组织制定无障碍地方标准，
鼓励企事业单位和行业组织制定企业、团
体无障碍标准。这一提法将摆脱过去无
障碍城市建设中缺乏相应规划和标准的
窘境，对于打造更高标准、更高质量的无
障碍城市意义非凡。

龙岗将司法为民理念融入无障碍城区建设

强监督优服务 桩桩件件尽显司法温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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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音回荡
司法行动催生系列改革之举

司法之功，既在监督，更在引导。
《条例》的出台实施、公益诉讼检察监
督的出现，既直接促进了若干现实问
题的解决，也在某种程度上加速了一
系列改革之举的诞生。

“《条例》出台后，我们迅速行动，
不断加强《条例》的学习宣传和贯彻实
施。”据龙岗区残联工作人员袁子武介
绍，在《条例》出台后不久，龙岗区残联
即开展了多场普法讲座和法律咨询活
动，以此夯实残联系统工作人员的无
障碍城市建设法律法规意识，树牢底
线思维，依法保护残疾人合法权益；另
一方面，区残联领导带头进街道、进社
区、进家庭开展《条例》普法宣传上门
行动，帮助广大残疾人树立起用法律
维护合法权益的意识。

此外，以《条例》出台为契机，龙岗
区召集了一批具有社会影响力、无障
碍技术能力和媒体宣传力的人员组建
无障碍督导队，并组织区残联相关工
作人员、街道残联专干、社区残协专职
委员、无障碍专家、媒体人、残障人士
代表、爱心人士等充实队伍，以灵活机
动、见于日常的督导行动助力无障碍
城区建设。

而在龙岗区人民检察院的检察监
督介入后，一些无障碍设施建设和管
理方面的长效机制也开始逐渐建立和
完善。例如，在检查中检察官们发现，
很多无障碍出行设施设计上的不合
理，究其根本，在于建设者在一开始就
未站在残障人士的角度来开展工作；
进一步而言，在于无障碍设施设备在
规划、设计之初，缺乏专业机构的参与
和指导。当检察官们将相应的意见和
建议反馈至相关部门后，如今，越来越
多的职能部门在规划建设无障碍设施
时会有意识地主动征询残联等专业机
构的意见，一些针对一线施工人员的
无障碍专业培训也开始高频出现。

“法治方面的进步，让政府部门和
社会各界越来越重视无障碍城区建
设，越来越重视倾听残联和残疾人群
体的声音。这是一个好的开始。”袁子
武说。

监督护航
公益诉讼让残疾人出行更安心

今年初，深圳一位残障女孩陈某乘坐轮椅行
经宝安区一处路口时，因人行道无障碍设施破损
从轮椅摔落，经抢救无效死亡。后经调查，宝安区
存在多处无障碍设施破损和不符合建设标准的问
题，给广大残疾人造成了生活不便和安全隐患。

这起令人痛心的事故引起了全市检察机关对
残疾人出行问题的高度关注，也间接催生了龙岗
区人民检察院的无障碍出行设施专项检察监督
行动。自 3月开始，在龙岗区残联的支持下，该
院公益诉讼部门的检察官们花了几个月时间，对
全区的无障碍出行设施进行了实地检查。“从检
查情况来看，龙岗区的无障碍出行设施仍然存在
不少问题。”该院公益诉讼部门副职负责人胡金
花坦言，“以马路上最常见的盲道为例，按照相关
规定，盲道上的凸起须达到 4毫米才能发挥应有
作用。但从我们检查的结果来看，很多盲道都达
不到这个标准。”

除此之外，维修养护上的不及时也是一大普
遍性问题。“我们在检查中发现，很多盲道破损、磨
平了，过了很久也没有人管。或者某条道路翻新
了，原有的盲道没能及时补上去。这些现象归根
结底其实还是说明社会对残疾人群体的关注度不
够。”胡金花说。

强有力的司法监督促进了诸多现实问题的解
决。在龙岗区人民检察院的无障碍出行设施专项
检察监督行动结束后不久，该院即针对此次检查
中发现的问题进行了认真研究和梳理，并对负有
监管职责的相关单位进行了约谈。此后，有的放
矢的整改行动相继到来。例如，检察官们曾在检
查中发现，行政服务大厅、汽车站等场所按规定应
为残疾人和其他有需要者设置专门的低位窗口，
然而从走访的情况来看，低位窗口更像是一个停
留在文件中的东西，在现实生活中鲜少看到；在检
察官们反馈了整改意见后，越来越多的低位窗口
开始在全区各大窗口服务单位陆续出现。 市民翻阅学习《条例》。

检察官对无障碍设施进行检查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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