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广州快步迈向新目标：成为无障碍标杆城市
6月23日，广州召开无障碍出行专车服务座谈会。会上，20多名残障人士争相表达特殊群体对无障碍出行的急迫需求（详见《新快报》

2022年6月24日08版的报道《广州百辆无障碍出行专用车下月上路》）。事实上，广州的户籍持证残障人士数量超过17万人。此外，全市
常住人口中，0岁至14岁儿童有259万人，60岁及以上老人有213万人，他们都常常遇到出行不便的时候。

那么，广州的无障碍环境如何？上述市民群体是否可以在城市中自由安全地出行？
近日，新快报记者走访广州多个路段，倾听市民声音，了解政协委员建议，邀请广州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广州市城市规划勘测设计研究

院（以下分别简称市规自局、市规划院）相关人士释疑，共同探讨广州无障碍环境的现状，以及该如何推进无障碍环境建设。记者了解到，广
州市已着手编制首个全市层面的无障碍环境建设发展总体规划，加快步伐迈向新目标——成为国内一流、国际领先的无障碍标杆城市。

目前已着手编制首个全市层面的 无障碍环境建设发展总体规划

一个全龄友好的无障碍标杆城市，应该是为老

人、儿童、残疾人以及所有行动不便的人士提供安全、

便捷出行方式的城市。

新快报记者了解到，广州以建设无障碍标杆城市

为目标，探索“全民参与、共同缔造”的全龄友好无障

碍环境新模式。2022年编制的《广州市无障碍环境建

设发展总体规划（2021-2035）》（以下简称《规划》），是

广州第一个全市层面的无障碍规划。《规划》提出“三

全四零”的设计理念，以实现全龄全部障碍者全程主

动出行为目标，达成“街区零高差、社区零距离、场地

零障碍、信息零门槛”的建设愿景。

市规自局、规划院方面表示，广州是全国首批无

障碍设施建设示范城(区)创建城市，有一定的历史成

绩，未来更需加快无障碍环境建设的步

伐，坚持“人民城市人民建”的指导

思想，早日成为国内一流、国

际领先的无障碍标杆城市。

部分路段
设有盲道、红绿灯提示音

早在2010年，广州以举办亚运会和亚残运会为

契机，完成东风路、环市路、中山路、小北路、黄石东

路、中山大道、白云大道等41条城市主干道无障碍

设施升级改造，共新建和改造盲道1129.34公里、坡

道11827个，以及1000套盲人过街音响信号装置。

而在过去两年，市规划院推动广州122条主要道路

实现无障碍品质提升、103项无障碍设施整治和存

量空间改造。

新快报记者日前走访广州市番禺区亚运城周

边、天河区黄埔大道路段的盲道，发现除个别老化

或因道路维修而有所受损或中断外，基本上能实现

步行畅通。记者发现在设置盲道的区域，盲道宽度

多为30厘米（一块砖）。而当来到海珠区阅江中路

亲水公园，会发现这里的盲道宽为两块砖，且设置

在道路中间，更便于视障人士通行。

红绿灯提示音也是一种无障碍设施。它通过

不同频率的响声，帮助视障人士判断能否安全通

行。红绿灯提示音伴随指示灯进行转变，当提示音

间隔较长时，红灯亮起，行人等候；当提示音间隔较

短时，绿灯亮起，行人通行。

在天河区科韵路与阅江中路交叉的十字路口，

等候红绿灯的市民王先生说，孩子问起红绿

灯为何会有声音，他回答说这是为了帮助视

力不便的人更安全地通过马路。不过王先

生提到，这里有很多个提示音，音量都较大，

不容易区分清楚。

在南沙区，市民陈女士和朋友一起从地

铁金洲站步行到万达广场，这里的十字路口

也有红绿灯提示音。她们说，伴随提示音的响起，

“小人儿”跑了起来，特别有趣，她们觉得

声音配合画面，对老幼市民比较友好，自

己也会跟着提示抓紧过马路。

近年来，广州在无障碍环境建

设方面取得一定成效，但仍存在提

升的空间。有市民发问，无障碍设

施连续性问题如何解决，设施维护

如何能够长远？城市为谁无障碍？

在接受新快报记者采访时，市

民小刘说，有些盲道紧挨着墙边，

还有些“走着走着就断了”。还有

市民反映设施不太好用，比如很多

盲道被共享单车占用，很多无障碍

通道被杂物堵住，还有一些“无障

碍坡道”如滑梯般险陡。有家住地

铁大沙东站附近的市民说，从自己

家走去地铁站要经过一处比较陡

的斜坡，斜坡旁有台阶，他说自己

可以走台阶，但如果需要坐轮椅的

人士走这段路就不方便了。

关于无障碍设施，新快报此前

进行过多次详细的报道（详见《新

快报》2020年4月16日06版至10版

专题报道，以及2020年9月16日03

版报道《不让盲道成摆设 南沙检

察院率先开展盲道公益诉讼行

动》），均提到目前广州市无障碍环

境建设中的一些问题。

新快报记者了解到，广州市

政协委员郑子殷同样关注无障碍

环境建设问题。经过调研，他发

现从整体上看，无障碍环境设施

不太友好的地方主要表现为覆盖

的公共场所不够齐全、被占用或

堵塞的情况较多、维护较差、损坏

情况较多、设施种类不齐全也不

够丰富。此外还有部分偏远地区

缺乏无障碍建设、生活小区缺乏

无障碍建设、设施标记不清晰且

不易寻找。

郑子殷建议，在这方面要注重

维护、聆听、设计，如及时进行跟

进、修正、改善，征求残障人士等群

体的意见，同时，让设计更科学、更

人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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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访 疑问
城市为谁无障碍？设施维护怎持续？

蓝图
无障碍规划提出“三全四零”新理念

■广州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黄

埔区分局调研老旧小区加装电

梯情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