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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山之石

新加坡：建设风雨连廊
新加坡最具特色的慢行系统——风

雨连廊，是体现通用设计的形式之一。

据新加坡官方调查，连廊是使用频率最

高的公用设施。这种像蛛网般渗透到每

栋建筑的风雨廊和连带的无障碍设施，

既满足了老人、儿童的安全通行需要，又

增加了居民的活动交往空间。

日本：鼓励适老适弱改造
日本制定了适老适弱的政策法规，

比如容积率奖励制度。在建筑设计中，

为保证轮椅的通行和回转空间，通常需

要扩大卫生间和廊道的面积，法律规定

这类因无障碍改造而增加的面积，允许

最多占总建筑面积的1/10而不计入容积

率。另一个促进无障碍环境建设的政策

是税收特别制度。获得无障碍设计认定

的特定建筑物（如设置了2000m2以上升

降机），可在5年内每年免掉全部所得税

的 10%作为鼓励；对自住房屋进行无障

碍改造的，可抵扣改造工程相应标准建

设成本的个人所得税额。

荷兰：营造对儿童友好街区
荷兰营造了对儿童友好的安全街

区。作为“儿童友好城市”理念积极的推

行者，位于荷兰代尔夫特的霍夫多普社

区，在改造之初就确立了促进儿童户外

活动与骑行优先的道路与景观改造原

则，提出将家—学校—绿地—游乐场等

设施通过合理安全的路径串联成一体的

“儿童出行路径”。

场景1：城市交通零障碍
穗穗今年5岁了，他的爸爸经常带他

在骑楼小巷和城市广场游玩。可上个

月，爸爸在一场运动比赛中伤了腿，只能

靠轮椅出行，这该怎么办呢？

《规划》致力于构建全程出行无障碍

环境，建立通达的慢行道路系统，完善缘

石坡道、盲道、无障碍电梯等设施，改造

不符合无障碍设计标准的轮椅坡道、阻

车桩等，推动人行天桥/地下隧道加装电

梯，还可以通过网上预约为轮椅使用者

提供无障碍车辆和服务。穗穗爸爸不用

担心出行了。

场景2：老旧小区换新颜
“负责加装电梯的人说，我们那栋楼

最近能完成电梯加装。我总算盼到了。”

陈姨今年70多岁，家住黄埔区怡德苑小

区7楼，她腿脚不便，早就盼望着早点用

上电梯。同样住在7楼的李姨说，装电梯

前自己尽量每天只下一次楼。6 月 23

日，记者与广州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黄

埔区分局有关人员一起，了解老旧小区

住宅成片连片加装电梯的情况。

同样，穗穗奶奶住在6楼，由于老小

区没有电梯，穗穗奶奶爬楼梯时常常体

力不支，并且小区的活动场地缺少座椅

等设施，还有零星分布高差和台阶，穗穗

奶奶觉得社区生活很不便利。

《规划》实施社区生活无障碍行动，

保障社区居民平等共享社区环境，按照

无障碍设计标准，对住宅出入口、社区道

路、社区生活设施等关键地点进行建设

和改造，增加“一键救援”功能，同时加快

推进老旧小区加装电梯行动和菜市场无

障碍改造工作。穗穗奶奶很快就能使用

电梯下楼了。

场景3：公共建筑更便利
穗穗在参加学校组织的参观活动时

发现，一些历史建筑加装了临时的无障

碍装置，既提供了无障碍服务，又不会破

坏原有的建筑风貌，方便像爸爸一样坐

轮椅的游客进入。建筑内的导览地图还

能提供不同语言，外国友人也能顺利游

览了。

《规划》鼓励结合城市更新，对广州

历史建筑等公共建筑进行无障碍改造，

提高公共建筑的无障碍服务水平。同

时，优化提升历史建筑、文化建筑、办公

建筑、教育设施、医疗机构、文体场馆、政

府对外办事大厅等公共服务场所无障碍

设施，完善公共服务场所语音和文字提

示、手语、盲文、免费轮椅等无障碍服务，

使市民都能平等享有使用权。

场景4：信息互通助交流
穗穗爸爸发现，广州无障碍地图已

经覆盖天河区，乘坐轮椅可以依据导航

安全出行，他希望广州的无障碍地图可

以尽快覆盖全市，并提供无障碍设施的

搜索功能。

《规划》致力于完善城市服务功能，

推动无障碍信息交流。自2021年起，广

州采用智能装备对全市各类无障碍设施

开展了更为细致的摸底调查，未来2年至

3年将继续扩展无障碍出行地图服务至

全市，让使用者找得到设施位置、辨得清

设施方位、坐得上智慧公交；对与民生密

切相关的手机APP进行无障碍改造，为

不善于使用智能设备的人群提供便利；

同时布置各类智慧设施，如在智慧灯杆

上增加公益救助功能等，实现设施的精

准布局。

广州快步迈向新目标：成为无障碍标杆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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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市民的疑问，市规自局、市规

划院近日详细地进行了解答，主题是：

城市应为社会所有成员无障碍。

今年初，市规自局通过公开招标，

选取了市规划院开展《城市公共服务空

间无障碍提升设计方案》编制，方案将

结合国际先进标准、地方特色和广州经

验，对城市重点公共服务空间做出无障

碍专项提升设计，并制定审批管控流程

和后期监督保障机制。

近期，广州还就各区公共服务空间

无障碍现状展开调研，调研类型涵盖政

府对外办事窗口、银行、文体设施、交通

站点、医院等与市民生活相关的重点公

共建筑，如越秀区政务服务中心、中共

三大会址纪念馆、广州南站候车大厅

等，调研发现，广州城市无障碍环境建

设近几年取得一定成效，但局部建设尚

需进行提升完善。

在持证残疾人集聚的社区、街道，

如荔湾区金花街、海珠区江海街；老年

人集聚街道，如海珠区南石头街、越秀

区梅花村街；儿童集聚街道，如越秀区

黄花岗街等地区，无障碍设施尚未完全

覆盖，仍然存在道路不畅通、无障碍电

梯缺乏等现象，需重点关注这类困难

群体所在的社区，进一步推动老旧小

区加装电梯工作，完善菜市场、活动

中心的无障碍设施。

另外，城市公共空间如越秀公

园，园内的出入口处应无高差，若有高差

则应以无障碍坡道相连，且主要游览路

径也应做到无障碍设施全覆盖，但目前

公园的主要路径仍有高差，没有设置无

障碍坡道，给轮椅群体的通行带来障碍。

城市道路方面，广州老城区道路无

障碍设施破损率高、使用效率低，加上建

设过程中缺乏细节推敲，一定程度上导

致残疾人、老年人，尤其是轮椅使用者出

行不便的问题。

市规划院方面透露，目前全市共有

人行天桥 369 座，其中 11 座配置了无障

碍设施，建设率仅3%；人行地道77座，无

障碍设施建设率仅8%，可以认为人行天

桥和地下通道虽然遍布全市主要道路，

但因缺少无障碍设施，仍无法给残疾人、

老年人出行带来便利。

以越秀区为例，该区人行道破损情

况较为严重，存在道路宽度不足、没有设

置轮椅坡道等问题，对该区人行道调研

发现，最窄有效宽度不足2.0米的道路占

17.3%，使得行人不得不走在车行道路

上，对行动迟缓的困难群体造成较大的

安全隐患。

回应
建设取得一定成效，局部尚需完善

未来的广州，将有这些新场景

各国探索无障碍环境建设之路

■在广州市黄埔区怡德苑小区，有关负责人

介绍加装电梯情况。

■广州市海珠区阅江中路亲水公园的盲

道设置在道路中间，宽为60厘米。

■日本制定了容积率奖励制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