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盲道成“盲点”盲人很茫然
省城盲道被占现象严重，有的市民将其当作“天然停车场”

记者观察：盲道成了“停车场”

合肥市胜利路上的一处盲道上，一辆

小车稳稳地停在盲道中间，而不远处的一

家银行门口，盲道简直成了“天然停车场”，

一溜的自行车、电动车停了几十米长，阻拦

住了全部的盲道，来往的行人都要绕道行

走。三孝口附近的一处盲道更是成了“梅

花桩”，窨井就插在盲道的中间。

随后，在沿河路的一处人行道上，记者

顺着盲道朝东走，不过走了短短数十米，盲

道就成了“断头路”。记者了解到，如果前

面有障碍，应该铺有带圆点的提示砖，但在

这条路上记者没有看到。

盲人自述：“盲道不通畅”

盲道本是为盲人提供行路方便和安全

的道路设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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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带有圆点的提示砖，提示盲人前面有障碍，

该转弯了。那盲道是不是真的能引导盲人

放心前行呢？合肥盲人按摩师陈先生告诉

记者：“我的眼睛能看见一点光，基本上能

走路。但是很多时候盲道对我们不起作

用，因为盲道不是很通畅。”

部门声音：占用盲道，将受处罚

合肥市残联的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

据2009年的统计，该市共有4.7万持有残

疾人证的盲人，因盲道不畅通，已经给很多

盲人带来了困扰。该负责人说，现在出现

盲道被占用的情况，市民的意识不到位，是

其中的一个原因。记者采访了合肥市市容

局的工作人员，他告诉记者，乱停乱放，占

用盲道的行为是坚决不允许的，行为恶劣

的，将会受到处罚。

星报讯（陶梅 邓业锋 记者 徐涛）昨

日，记者从合肥市市政管理处获悉，目前

该市市管 178 条道路和城市中心区桥梁

通道无障碍化改造和完善工程已全部完

工，市管道路已铺设盲道 864 公里。通

过这几年的努力，现已基本实现了该市

市管道路和二环内桥梁通道无障碍设施

全覆盖。

这是合肥一家饭店推出的用糖做成的公鸡，既好看又好吃的艺术品。据了解，糖艺是餐饮行业中

最奢华的艺术展品及饰品，在宴会上起着主导作用。随着餐饮业的发展和需求，人们生活水平的不断

提高，越来越受到消费者的青睐。 倪路/摄

盲道“建而不管”
等同服务功能归零

“市政铺设盲道864公里，市管道路

和二环内桥梁通道无障碍设施实现全

覆盖”，这是合肥市政府便民惠民的一

大德政。尤其是盲道的大量铺设，更体

现了政府施政的人文关怀。但部分市

民的不自觉和监管的不到位，使盲道成

了“天然停车场”，出现“断头路”，导致

服务功能降低甚至归零。政府做了一

桌子好菜，让人光闻见菜香却吃不上

嘴，这其中的尴尬真是“谁用谁知道”。

残疾人群体是弱势，更需要社会的

关爱。面对他们，我们即便帮不上什么

忙，也不能反过来帮倒忙，这是一个市

民的公德底线。具体说，就是要优先给

残疾人让路，管住自己的身体和物品，

做到不占盲道。相关管理部门则应处

理好“建”与“管”的关系，如果建而不

管，管而不严，纵使建设了千条万条盲

道也是白费功夫。

让盲人出门有路可走，走得顺畅，

这恐怕才是公共管理者的初衷，更是职

责所在。因此，畅通盲道刻不容缓，且

须成为工作常态。 叶孤城

盲 道 本 是

为了方便盲人

出行，但是家住

合肥市的一位

王大姐给本报打来热线电话，称最

近她有点疑惑，“家里老人年纪大

了，眼睛越来越不好，我们也忙，没

太多时间陪他一起出去，本想让他

自己顺着盲道慢慢走，也能摸索着

出去散散步。”但是王大姐亲身出

门体验了一把盲道，却有了一丝无

奈，“平时不太注意，当真需要盲道

的时候，却发现原来盲道还真是

‘盲’道。” 记者 祁琳/文 倪路/图

让特殊群体出行无障碍

合肥铺设盲道864公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