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龙洞路口公交站附近，盲道被分散的石墩隔断。 实习生 刘慧丹/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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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墩挡路、共享单车占道
“普通人通过都要留心”

“盲道上，除了盲人什么都见到过。 ”在
走访时，有部分行人调侃称，有些路即使是
普通人走的时候还得留心绕一绕， 更何况
视障人员。

9 月 9 日下午，新快报记者沿着人流量
较大的龙洞街道附近的盲道走访， 走了两
百米，发现不少盲道表面已经有被磨平、斑
驳或被外物覆盖的情况， 如建筑水泥材料
之类的沾在上面， 容易影响视障者触觉判
断。

紧接着， 记者在迎龙路迎新路口往前
走八百米可以看到， 有路段因为铺设下水
道井盖，盲道被迫绕路，十几米看起来弯弯
曲曲， 让视障者难走的盲道再增加不确定
因素。

除此之外， 记者沿途还发现铺设的电
箱和电线杆直接隔绝盲道， 可地面上没有
重新设计盲道路线。 有市民表示，凹凸不平
又坑坑洼洼的地面，“普通人走起来都需要
留心，更何况视障者，视障者很难走路的。 ”

住在附近的李女士告诉记者， 她以前
也有关注盲道， 国内视障者出行很少，“这
与盲道等无障碍设施不完善是离不开的，
国内确实需要加大对这类群体的基本设施
建设的关注度。 ”

除了上述破损等问题外， 记者在走访
迎龙路时，还发现不少占道这类情况。 在迎
龙路迎新路口前后五六百米处， 由于街道
比较狭窄，且路边店铺商铺居多，人行道显
得拥挤，而盲道的“拦路虎”出现了———一
辆辆不规范停放的电动车和自行车， 直接
横放在盲道上， 占据人行道三分之二的地
方。

而在 9 月 11 日上午， 记者再次走访龙
洞另一边街道的盲道，在“龙洞路口”这个
公交站， 有不少一人合抱大的圆型石墩子
直接架设在盲道中，让盲道被迫中断，而石
墩子旁边并没有按照铺设标准设有导向的
圆点砖块，除石墩子外还有电线杆隔断。

“我之前也注意到这边盲道被石墩子
阻断的情况，当时还问了周围的人，可大家
都不以为意，自己也渐渐忽略了。 ”就读于
广东工业大学的一名大三同学说。

■采写：新快报记者 何生廷 实习生 刘慧丹 通讯员 穗南检

不让盲道成摆设
南沙检察院率先开展盲道公益诉讼行动

无障碍设施的不合理，让残障人士成
为城市里的“隐形人”。 近日，盲道问题再
次引起关注。 实际上，早在 4 月 16 日，新
快报《策周刊》聚焦广州无障碍设施，在实
地走访之后，发现广州同样存在盲道等诸
多无障碍设施不完善的问题。如今 5 个月
过去，新快报再次就盲道问题进行实地走
访，发现问题依旧。

为何盲道问题难以妥善解决？ 如何形
成盲道维护的长效机制？ 就相关问题，记
者独家采访了广州市南沙区检察院副检
察长李东蓊。 李东蓊表示，为了不让盲道
成为摆设，南沙检察院率先开展了“盲道
公益诉讼”新领域探索，这是广州市检察
机关自公益诉讼工作开展以来，全市首个
新领域探索的案件，“近期检察机关将与
行政机关通过联签协议的方式，对重点区
域的盲道加以持续性维保，使盲道能够长
效性使用。 ”

比修盲道更重要的是唤醒
对特殊人群权益的重视

针对呼声较高的盲道被占用、毁
坏情况，南沙检察院率先积极开展公
益诉讼新领域探索，希望以此守护残
障人士群体利益。 就此，新快报记者
独家采访了南沙检察院副检察长李
东蓊。

“根据第三方机构的评估， 目前
总体整改情况比较好， 基本整改到
位。 ”李东蓊表示，接下来要研究的是
如何持续推进，而不是整改完就结束
了，“目前执法比较难，因为涉及多个
部门，如交通、住建、城管等。 ”为此，
南沙检察院牵头召开会议，将涉及到
的单位、部门召集一起，“对存在的问
题，合力解决好。 ”李东蓊说。

李东蓊提到，在事先的走访调查
中，发现南沙有一处路段，前方是水
沟 ，立着 “水深危险注意安全 ”的牌
子， 可盲道修到水沟前突然停止，但
没有铺设停步砖，“对于视障者来说，
这就是很大的危险。 ”

此外，李东蓊表示，除了盲道，很
多无障碍设施也是存在问题的，比如
商场电梯无语音提醒、公共厕所无盲
文。

“盲道只是一个切点， 我们希望
大家能树立一种意识，这些无障碍设
施就是为了方便残障人士的出行，而
并非可以随意损坏。 ”李东蓊告诉记
者，通过一个公益诉讼的案件来解决
一个社会问题，这是公益诉讼的核心
价值所在。

在李东蓊看来，目前在规划无障
碍设施的时候，有时很少考虑到残障
人士的需要，“残障人士走出家门，都
是难题。 ”为此，李东蓊说，比修盲道
更重要的是，唤起大家对残障人士特
殊人群的权益的重视，“需要我们不
断去呼吁、去改进，逐步引领整个社
会去改变这个问题，让所有人群都能
够走出来，很好融入到社会。 ”

声音

在采访过程中， 记者从南沙区人
民检察院获悉，根据群众反映线索，南
沙区也存在共享单车、 机动车违法停
放现象， 部分路段的盲道损坏较为严
重，存在路砖破损缺失、长时间无人养
护维修等问题， 给盲人等特殊人群的
出行造成不便和安全隐患。

根据南沙区残联数据， 截至 2020
年 5 月， 南沙区共有登记在册视力残
疾人 705 人， 镇街视力残疾人的人员
分布较为平均。 根据检察人员平时多
次外出调查，即便是在人员集中地区，
也较少发现有盲人出行。

就盲道存在的问题， 南沙检察院
率先开展 “盲道公益诉讼” 新领域探
索， 针对辖区内市政盲道现状开展公
益诉讼专项调查行动， 这是广州市检

察机关自公益诉讼工作开展以来，全
市首个新领域探索的案件。

在今年 4 月 26 日，由广州市南沙
区检察院第五检察部 （公益诉讼检察
部）牵头，组成针对辖区内市政盲道现
状开展公益诉讼的专项调查行动组，
分别前往辖区内九个镇街开展 “拉网
式”调查，重点排查商业区、学校周边
等人流密集地段以及住宅区、城中村、
工业区等区域， 全面排查盲道是否存
在被占用、毁坏的情况。

经调查发现， 部分路段存在路砖
破损缺失、长期失修等问题；盲道设计
不规范、 出现中途盲区、“断头路”、交
错路、 障碍路等情形； 机动车乱停乱
放、商贩商摊、挖掘改造及设施随意占
用的现象屡见不鲜，严重占用盲道。

就发现的盲道问题， 南沙检察院
向南沙区 12 家行政职能部门送达了
“盲道公益诉讼诉前检察建议书”，李
东蓊表示， 各家行政单位在期限内均
给予了回复， 并按要求作出了整改，
“对于问题较大的，也列举了整改进度
和完成期限。 ”

检察建议书发出之后， 整改情况
如何？是否符合使用要求？为此南沙区
检察院开展公益诉讼“回头看”活动，
通过委托专业第三方机构对辖区内盲
道养护整改效果进行评估， 并形成了
《广州市南沙区盲道养护整改效果评
估项目总报告》，涵括南沙全部 9 个街
镇和 3 个区级行政单位。

综合多方考核，本次 12 个单位对
于南沙区检察院检察建议落实成效平
均得分为 76.39 分，评级为良好，所有
单位均有开展隐患排查工作， 初步形
成同监共管良好氛围。

记者了解到，《报告》还提到，根据
社会评议情况， 在问及近两个月辖区
盲道状况是否有变化时，44 名辖区视
力残疾人或其家属代表中，有 38 名认
为有好转，好转率达 86.36%，其中有
22 名评价好了很多， 另外 16 名评价

略有好转，其余 6 名认为和以前一样。
不过， 在无障碍设施的公益宣传

覆盖面仍可进一步扩大， 监督渠道的
信息宣传有待加强。 有较多的受访居
民提及政府要加大宣传力度， 号召居
民爱护盲道、 无障碍设施要人性化设
计，比如盲道不要有太多转弯等。

李东蓊告诉记者， 此次以盲道为
抓手，开展公益诉讼专项调查行动，在
近期还将通过联签协议的方式， 对盲
道进行持续式维护。

《报告》建议，要加强无障碍设施
的设计监管。在日常监管方面，要重点
针对井盖和电力设施等阻断盲道问
题、机动车和非机动车占用盲道问题，
建立健全盲道隐患排查和治理的常态
化工作机制。 可以通过加强社会信用
体系建设，探索将商铺占用盲道经营、
机动车和非机动车占用盲道停放等不
规范、不文明行为纳入信用评价。

此外，依托现有平台，畅通盲道隐患
监督投诉渠道，鼓励居民群众通过“随手
拍”等方式，向有关部门反映盲道隐患问
题，同时加强监督渠道的信息宣传，逐步
推动在全区范围内形成同监督共管理、
人人爱护维护盲道的浓厚氛围。

走访 拆招

12单位均开展隐患排查工作

南沙检察率先开展“盲道公益诉讼”

■南沙区市南大道一处盲道前方是水沟，未设
置栏杆且盲道未设置停步砖。 通讯员供图

■龙洞街道人行道上电线杆直接隔断盲道。
实习生 刘慧丹/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