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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背景

轮椅陷进排水格栅，绕圈进不了商场大门

2日上午，无锡市残联组织残友们
来到市中心进行无障碍体验。他们一
路经过十字路口、商场、公园等地，体
验是否来去自如。从当天的情况来

看，一些设施存在“胎里毛病”，一些则
是职能部门在方便管理的同时却为残
友制造了麻烦。当然，也有一些地方
的无障碍设施获得残友们的点赞。

（（受访者供图受访者供图））

西藏吉隆县首家律师事务所揭牌

无锡“95后”律师圆了援藏梦

残疾人出行路在何方
无碍出行期待有爱“排雷”

在三阳广场的可升降电梯里，残
友进出时，全程都有低位按钮，坐着轮
椅也能按到。位于人民路的交通银
行，坡道处有求助电话，如果残友有需
要可以打电话请求帮助，行内的柜体
也都是低位柜体，方便大家交流。

在恒隆商场内，一楼有明显的残
疾人卫生间标志。卫生间的抽水马
桶处有扶手，满足残友的不同需求。
紧急呼叫按钮设在左前方，符合规
范。洗手池下方没有柜体，轮椅可以
顺利推入。视障残友林末兰表示，她
最喜欢的还有508公交车的线路显
示，蓝底红字，老远就知道是这趟车。

市残联工作人员介绍，残友们要
参与社会活动，必须有自我支配和选
择权。比如，他们要能自由出入商
场，可以挑选自己喜欢的东西，而不
是让别人代劳。常有人觉得，平时见
不到几个残疾人，没必要建无障碍设
施。其实情况恰恰相反，正因为缺少
无障碍设施，或是设施有障碍，才让
残友们不愿出行、无法出行。据介
绍，最近一段时间，无锡各地都会有
相关的体验活动，市残联也会将相关
问题进行汇总，希望有更多的职能部
门能关心残友们的需求，用“有爱”推
动“无碍”城市建设。（黄孝萍/文、摄）

除了一些公共场合先天设计上
的问题，在本次体验中，一些职能部
门为了方便管理，给残友们带来了不
便。在中山路和人民路的交叉路口，
残友在此过马路时，发现几个通向人
行道的路口都有路障圆石球，密密麻
麻排了一圈，虽然可防止电动车进入
人行区域，但狭小的缝隙让轮椅很难
通行。

市残联工作人员表示，按照规范，
石球位置留出的出入口要和人行道等

宽，才能方便残友们出入。参与体验
的残友王建林介绍，中央车站的广场
区域也有类似情况，那里全都是金属
栏杆，几乎把广场围了个遍，他的电动
三轮车很难驶入停车点。“我每周要去
江大附属医院的北院配药，但河埒口
地铁站有升降电梯的那个出口没有坡
道，还被电动车和自行车围住了”，王
建林说，他反映过几次，但没有下文。
他每次只能提前在大王基站下地铁，
在烈日下开一段路去医院。

2日一大早，3名肢体残友，1名
聋人残友和1名视障残友在市残联
工作人员的陪伴下，组团在市中心进
行无障碍体验。进入正在改造的崇
安寺景区时，第一支部西侧的第三卫
生间有一处短短的坡道，但残友发
现，这处坡道非常陡，如果自己独自
前来根本没法让轮椅上去。市残联
工作人员介绍，如果卫生间平台离地
有0.3米，那么坡道应是这个高度的
12倍长，两边都要有扶手，才能方便
轮椅通过。

除了坡道，这处卫生间有台阶可
供上下，但通往台阶的盲道只有行进
标志，没有上台阶提示，如果盲人按
提示平步抬腿，肯定摔一跤。景区工
作人员介绍，这处卫生间后续要拆

除，在另一边重造。市残联工作人员
希望新卫生间能严格按照相关规范
设计。

崇安寺景区内部的地面有一些
排水格栅，轮椅推过去时，轮子一下
子就卡进了格栅内，很难动弹。市残
联工作人员表示，这种路面的格栅间
距不能大于1.3厘米，而现场的估计
有3厘米左右，不仅轮椅会卡，穿高
跟鞋的美女们也很容易在这里崴脚。

在市中心的一座商场内，残友想
推着轮椅进商场看一看。结果沿着
商场东南西北转了一圈，愣是没找到
无障碍坡道，四五级台阶让残友们只
能望“阶”兴叹。赶过来的商场工作
人员表示，在卸货的地方可以进商
场，也可以从另一幢楼进入。

近年来，司法部通过组织律
所设立分所、开展“1+1”中国法律
援助志愿者行动和“援藏律师服
务团”活动等，推动实现了律师法
律服务在县域层面的全覆盖。然
而，西藏等地“无律师县”问题还
没有得到根本解决，一些环境恶
劣、条件艰苦的县只有律师志愿
者，严格来讲还是“无律师县”。

今年年初，司法部开始对全
国“无律师县”情况进行了摸底，
综合考虑“无律师县”的海拔高
度、人口数量、法律服务的需求等
因素，确定将西藏等6个省区的

46个“无律师县”纳入今年解决范
畴。

为此，司法部动员相关律师
事务所及所在的律所带头到“无
律师县”去设立分所，同时承担对
口援藏任务的北京、天津、河北、
黑龙江、辽宁、上海、江苏、浙江、
山东、湖北、湖南、广东、陕西等13
个省市，组织动员28家律所到“无
律师县”去设分所。此外，黑龙
江、四川、山西、甘肃等地盘活本
省的律师资源，组织大中城市的
律所到本省的偏远地区“无律师
县”设分所。

本报讯（晚报记者 甄泽）昨
天上午，江苏联盛律师事务所在
西藏吉隆县的分所挂牌成立，这
也是该县第一家律师事务所。今
年以来，司法部提出基本解决全
国“无律师县”问题，动员相关律
师事务所带头到“无律师县”设立
分所。此次成立的吉隆县首家律
师事务所中，就有一名来自无锡
的“95后”律师。

“我们所当时就有3人报名，
最终2人入选。”联盛律师事务所
无锡分所管委会主任姜辉介绍，
受限于当地条件，入选的2人分批
进藏，这次前往吉隆的是律所的
年轻律师吴楠，另外一人则会在
明年出发。据悉，律所建立后，将
为当地的群众提供法律服务、解
决法律问题。

1998年出生的吴楠拿到职业
资格不久，就主动申请去西藏。他
所在的吉隆县位于中国和尼泊尔的
交界处，去那里先要坐火车到日喀
则，接着再驱车8小时才能抵达。

吴楠将自己的行程称为“锡
藏之行”，而去西藏的念头，早在
大学期间便存在于他脑海中。吴
楠说，当时，学校里有个小有名气
的学生社团对我国欠发达地区进
行专项援助，其中也包括法律援
助，学长学姐们克服环境、语言、
身体等种种困难援助西藏、新疆
及青海等地的故事，给了他很大

的触动，但当时还是法学院低年
级“菜鸟”的他不具备参与资格，
等到吴楠进入高年级时，这个社
团已停止运作。于是他立志，有
生之年一定要参加一次援助国家
欠发达地区的志愿活动。

很快，参加工作不久的他就
遇到了圆梦的机会，但也引来了
父母的担忧：生长在无锡的他能
否适应那里的高原环境，从小没
怎么吃过苦头的他能否克服各种
困难？为了说服父母，吴楠做了
全面体检，咨询了医生意见，拿着
体检报告与父母多次深入沟通，
解释了自己对于援藏工作的理解
和向往，终于获得家里的支持：

“我的父亲也是人民公仆，我能体
会到父亲对儿子的担心，但也感
受到父亲内心深处对我主动申请
援藏这件事情的骄傲。”

吴楠告诉记者，在递交申请
后，他就对吉隆县的司法情况进
行了一些调研。与无锡相比，吉
隆县的法院人数、案件受理数量
都很少，为此，他提前开始研究当
地发生频率较高的一些农牧业类
法律纠纷，希望过去之后能尽快
进入工作状态。

另外，吴楠也说了个人的愿望，
他要利用工作闲暇之余在西藏做一
些实地探访，看看自己还能做些什
么，体验不同地方的风土人情，聆听
这片土地上的每一个人的故事。

圆球栏杆齐“布阵”，各种路障真愁人

这些做法，可圈可点

““圆球阵圆球阵””挡路挡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