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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5 月 18 日全国助残日到来之际，杭州余杭“毫米级”验收、常德鼎城“破障行动”、重庆五分院解决“最后一
米”出行不便、苏州吴江保障“无忧”出行、上海闵行图书馆无障碍改造等实践，彰显了法治力量对特殊群体权益的托
举。多地以“人大+检察”联动监督，将代表建议转化为检察建议，从盲道修补到智能导乘，从设施“覆盖”向服务“品质”
升级，折射出无障碍环境建设从“有”到“优”的变革。本期选登的一线故事，诠释了检察机关与人大代表协同履职，凝
聚监督合力，铺就“平等、融合、共享”的无障碍坦途的生动实践。

坦途铺就坦途铺就，，特殊人群无忧出行特殊人群无忧出行

●如何完善顶层设计、加强工作部
署，推动我国人工智能综合实力整体
性、系统性跃升？全国人大代表、中国科
学院科技战略咨询研究院院长潘教峰
建议，持续加强基础研究，支持科学家
勇闯人工智能科技发展前沿的“无人
区”，努力在人工智能发展方向和理论、
方法、工具、系统等方面取得变革性、颠
覆性突破，确保我国在人工智能领域的
理论研究走在前面；依托国家实验室、
全国重点实验室、新型研发机构等科研
力量，深入推动人工智能基础理论和算
法研究，系统化布局、有组织开展协同
攻关，持续提升原始创新能力。同时，建
议集中力量攻克高端芯片、基础软件等
核心技术，加快发展量子计算、计算机
视觉、自然语言处理、机器学习等与新
一代人工智能密切相关的关键核心技
术，确保人工智能关键核心技术牢牢掌
握在自己手里。

●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如何推动传
统戏曲艺术传承与创新？这是全国人大
代表、浙江小百花越剧院副院长蔡浙飞
始终关注的问题。在今年全国两会上，
蔡浙飞就如何进一步推动戏曲人才培
养、利用非遗影响力推动文化传承与交
流等方面提出建议。他认为，戏曲要发
展，人才是关键。当前，我国戏曲人才培
养仍然面临不少挑战，尤其是年轻演员
缺乏一些全国性、权威性较强的平台展
示自己，这在某种程度上制约了他们的
发展。建议出台一些专门针对年轻演员
的激励措施，吸引更多年轻人才关注并
投身到戏曲艺术的传承与发展中。

●全国人大代表，新疆维吾尔自治
区乌鲁木齐广播电视台（广播电视集
团）广播中心编辑、记者再依努热·塔里
哈提联合其他代表，在今年的全国两会
上提出《关于制定托育服务法的议案》，
她建议制定专门的托育服务法，减轻家
庭养育负担，促进托育服务健康发展；
建议加快制定托育服务法，明确托育服
务的发展目标、基本原则和主要任务，
明确政府、社会、家庭责任，明确托育机
构的设立、运营和管理标准，明确从业
人员资质，加强对托育服务监督和保
障，推动托育服务专业化、规范化、法治
化发展；建议通过法律规范推动建立普
惠托育服务体系，提供多层次、多样化
的托育服务，让“幼有善育”惠及千家万
户，促进人口高质量发展。目前，制定托
育服务法已列入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
会立法规划，并确定由全国人大教科文
卫委牵头起草。

资料来源：《人民日报》、中国人大
网 张子璇/整理

本报讯（通讯员杨莹莹） “这次
改建提升很到位，我们做这些就是为
了让更多的残障人士拥有走出家门、
拥抱书香的勇气！”5 月 6 日，在上海
市闵行区检察院开展的某图书馆无
障碍环境建设行政公益诉讼案件“回
头看”活动中，闵行区人大代表高杨
的发言掷地有声。

2024 年 8 月，一条来自“益心为
公”志愿者的线索进入闵行区检察院
公益诉讼检察官的视野。志愿者在图
书馆借还书时注意到，一位年迈的老
人在电梯口驻足许久，盯着楼层指示
牌费力地反复张望，也没有发现无障
碍阅读区域的指示标识；所在楼层也
没有无障碍卫生间，他立即通过“益
心为公”检察云平台将线索反映给闵
行区检察院。

收到线索后，检察官马上前往现
场调查。一方面，检察官和图书馆多
次沟通交流，明确无障碍设施的具体
设计安装、使用、标志等要求，探讨改
建提升的可行性。另一方面，依托《闵
行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与闵
行 区 人 民 检 察 院 监 督 工 作 衔 接 办
法》，检察官带着案卷走进该区人大
常委会，邀请人大代表共同参与线索
研判，联动人大代表、人民监督员对
图书馆实地走访调查。

“电梯口指示牌密密麻麻列了 12
个功能区，唯独缺了视障阅览室；卫
生间厕位没扶手、没报警器，门还向
内 开 ，这 对 肢 体 障 碍 者 太 不 友 好
了。”在高杨代表的建议下，该院将

“无障碍设施实用性”纳入重点调查
清单，向行政主管部门制发检察建
议，督促其对涉案图书馆尽快进行
无障碍设施改造。相关职能部门高
度重视，立即开展专项排查，制定改
建提升措施。

2025 年初，一场特殊的研判会在
闵行区检察院召开。人大代表盯着卫
生间改造图纸追问：“厕位门改外开
后，内部空间是否足够轮椅回转？报
警器的位置是否方便触及？”这些较
真的细节，让改建提升方案数易其
稿。最终不仅要求完善硬件设施，更
强调“人性化细节”：除了残障人士，
也应该保障老年人的大字阅读和有
声阅读等需求；服务台也要增加显眼
指示。

改建提升成效如何？特殊群体是
否真正受益？同年 5 月 6 日，高杨代表
与检察官再次走进图书馆，开展无障
碍设施“回头看”。她实地查看图书馆
卫生间改造细节，体验有声阅读服
务。推开二楼无障碍厕位的门，外开
式设计留出足够回转空间，坐便器两
侧安装了 L 型扶手，墙面上的紧急呼
叫器下方，“红底白字”的提示牌格外
醒目。电梯口楼层指示牌等处显著标
明视障阅览室、大字阅读、有声阅读
等无障碍阅览室的位置。

“图书馆作为公共场所，应当满
足各类群体的无障碍需求，检察机关
像一根针，穿起了行政履职、人大监
督、社会参与的千条线。”高杨代表在
活动结束后感慨地说。

上海闵行：

在公共场所
改造细节上较真

本报讯（记者卢志坚 通讯员王
宇翔） “政府对残障人士的权益保
障越来越关注，这个改造真是改到了
大家心坎上。”4 月 30 日一早，江苏省
苏州市吴江区检察院党组成员、检委
会专职委员许剑峰驱车前往吴江区
平望镇苏州缘跃纸制品有限公司，向
苏州市人大代表陆鸿反馈无障碍环
境建设专项监督情况。车子刚停下，
陆鸿代表就热情地迎上来，指着厂区

苏州吴江：

排查公共建筑
无障碍设施配备状况

新建的无障碍电梯笑着说。
厂区新建的无障碍电梯，源自一

年前的一次代表建议与检察公益诉
讼的牵手。

2024 年 1 月，陆鸿代表在苏州市
第十七届人大三次会议上提交了《关
于强化住宅小区无障碍停车位监督
管理的建议》，引起同为苏州市人大
代表的吴江区检察院检察长杜建伟
的关注。

次月，陆鸿代表应邀到人大代表
驻检察机关监督联络站，就无障碍环
境建设问题和检察官开展深入座谈
交流。这场持续两小时的对话，促成
该院公益诉讼办案团队将眼光从陆
鸿代表建议的住宅小区无障碍停车
位拓展到全区无障碍环境建设，并确
定了三项举措：开展全面排查、与相
关职能部门建立联动保障机制、推动
专项整改。

座谈会后，检察官在走访调查中
了解到，吴江区农村持证残障人士数
占全区残障人士总数的 74.6%，有 30
余处农村区域无障碍坡道缺失或设
计不合理、无障碍停车位被占用等问
题亟待整改。

为全面收集无障碍环境建设需
求、凝聚各部门合力，2024 年 5 月，吴
江区检察院联合该区法院、残联等部
门，创新建立“需求清单—责任清单—
销号清单”机制，随后，吴江区检察院
运用最高检上架的“公共建筑无障碍
设施配备不规范监督模型”进行深入
摸排，发现近 3 年 49 个工程项目资料
中缺少无障碍设施设计，6 处未按照
设计图纸建设。2024 年 11 月，吴江区
检察院向涉及的乡镇政府和行政机
关制发检察建议。

收到检察建议后，相关乡镇政府
和行政机关高度重视。2025 年 1 月，3
个乡镇政府对检察建议指出的卫生
院、农贸市场、文化中心等公共建筑
无障碍设施进行改造，区住建局则进
一步完善无障碍建设项目审核机制。
截至目前，各相关部门共对 120 余处
无障碍设施建设和管理不规范问题、
16 处占用无障碍停车位问题完成了
整改。

本报讯（通讯员陈 忠 博 陈 华
兵） 4 月 29 日，浙江省杭州市余杭
区人大代表陈荣伟手持卷尺，蹲身测
量地铁口缘石坡道的坡度——1∶12
的精准数值，正是无障碍环境建设法
对三面坡缘石坡道的强制性标准。这
场“毫米级”验收的背后，是检察机关
与人大代表携手推动无障碍设施从

“有”向“优”跃升的两年攻坚。
这场行动始于 2023 年，余杭区

检察院在梳理代表建议时关注到陈
荣伟代表提出的《关于继续完善无障
碍设施的建议》，其中提到“有些无障
碍设施设置不规范，无法保障特殊群
体的无障碍需求”。

“近年来，在全社会共同努力下，
无障碍设施广泛铺设。但是，我们还
要关注这些设施是否规范，有没有发
挥应有的价值。”在陈荣伟代表看来，
无障碍设施不能止步于“建成”，还要
物尽其用。

2023 年 11 月，该院依托代表建
议与公益诉讼检察建议衔接转化工

杭州余杭：

推动无障碍设施
从“有”向“优”

作机制，将陈荣伟代表的建议转化为
公益诉讼案件办理。随后，该院公益
诉讼检察官邀请残联工作人员、“益
心为公”志愿者和特殊人群代表一起
进行实地走访调查，发现医院附近部
分盲道有缺失，医院周边公交站、地
铁站盲道设施不完善，进出站口台阶
高度不符合标准。

同年 12 月，该院向相关职能部
门制发检察建议，建议其依法履职，
落实无障碍环境建设监管责任。相关
职能部门及时与当地无障碍办、市政
中心等部门会商，明确无障碍设施的
建设标准，并制定整改方案。

2024 年 9 月 ，缺 失 的 盲 道 补 齐
了，地铁站进出站口台阶的高度调整
了，相比之下，公交站附近的无障碍
设施整改难度较大，尚未整改到位。

11 月 21 日，该院邀请陈荣伟代
表和区残联相关负责人、“益心为公”
志愿者、特殊人群代表等召开公开听
证会，倾听各方意见。

“无障碍环境建设专业性很强，
除了要加强日常监管维护，关键要从
源头盯紧设计方案的规范和监督审
核，确保施工质量，避免设施建成后
因不符合标准再次返工。”会上，听证
员们对相关职能部门前期整改情况
以及检察工作给予肯定，并对医院周
边公交站无障碍设施整改遇到的困
难提出意见和建议。

听证会结束后，相关职能部门立
即对医院周边公交站无障碍设施进
行整改。截至目前，3个公交站与人行
道连接处均设置了缘石坡道等无障
碍设施，1 个公交站因不具备整改条
件，与邻近公交站进行并站处理。“希
望检察机关能够持续关注无障碍环
境建设方面的问题，持续推进无障碍
环境建设从‘有没有’向‘好不好’转
变。”陈荣伟代表表示。

本报讯（记者张吟丰 通讯员陈
佳茹） “时常看到拄着盲杖的市民
走在街头，他们的平安出行，证明我
们的努力是有成效的。”2025 年全国
助残日前夕，湖南省常德市鼎城区检
察院邀请视障人士、区人大代表走上
街头，对无障碍环境建设开展“回头
看”，区人大代表对三年“破障行动”
的成效给予肯定。

时间回溯至 2022 年 6 月，鼎城区
检察院公益诉讼检察官在街头普法
时接到群众反映：“盲道地砖破损空
鼓，孩子被绊倒、路人被溅脏水是常
事。”检察官调查发现，城区内盲道被
占用、破损，无障碍洗手间堆放杂物
等现象较为多见，一些商厦缺失无障
碍车位及卫生间，给残障人士出行带
来障碍。

“我们平时很少在街头看到残障
人士，不是因为残障人士数量少，而
是无障碍环境建设不规范，他们只能
将自己的出行需求压缩到最低。”鼎
城区人大代表陈国述说。

同年 8 月，鼎城区检察院向该区
住建局发出检察建议，建议该局依法
对上述情形加强监管，并排查辖区范
围内的道路以及公共场所无障碍设
施建设情况。

收到检察建议书后，该局组织相
关部门开展专题研究，启动“破障行

常德鼎城：

“破障行动”让盲道
从“通”到“畅”

动”，针对排查中发现的 35 处不规范
的无障碍坡道进行处理，修复 3000
多米破损盲道，并在人流量大的公交
场站增设人行通道。同时，该局要求
相关部门对全区凡涉及无障碍设施
建设的在建项目，严格按照设计图纸
及规范标准监督验收。

11 月，鼎城区检察院邀请人大代
表对整改后的城区道路进行验收，发
现破损盲道已被修复，缺失无障碍停
车位的商厦也已整改完毕。

“破障行动”并未止步。2024 年 8
月，该院对某广场盲道缺失情况进行
立案，同年 12 月，通过制发检察建议
推动住建部门完成盲道铺设。

数据显示，鼎城区现有持证残障
人士 1.2 万余人。2022 年以来，检察机
关累计发出无障碍领域检察建议 9
份，督促整改问题点位 56处。

“一条盲道亦可丈量城市的文明
程度，‘人大+检察’的监督合力正在
释放更大效能。”陈国述代表说，鼎城
区检察院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深入探
索“人大+检察”监督新模式，共同铺
就“平等、融合、共享”的无障碍坦途。

本报讯（记者陈伦双 张博 通
讯员马弘） 无障碍踏板、智能语音
播报……这些看似微小的设施，却是
残障人士融入社会的关键支撑。2025
年 1 月以来，重庆市检察院第五分院

（下称“五分院”）以公益诉讼为杠杆，
推动辖区公共交通无障碍环境建设，
破解视障、肢体障碍群体出行难题，
获得全国人大代表点赞。

2024 年初，重庆市人大代表张远
涛提交了《关于落实〈无障碍环境建
设法〉的建议》，指出该市公交导乘系
统不完善、无障碍服务缺位等问题。
与此同时，“益心为公”志愿者反映，
视障人士因无法识别车头线路牌频

重庆五分院：

推动解决
“最后一米”出行不便

繁误车。五分院迅速将线索转化为公
益诉讼案件，启动专项监督。

“无障碍环境建设的初衷是保障
残障人士和老年人平等、充分、便利
地融入社会，享受无障碍环境便利也
是公民的基本权利。”五分院公益诉
讼部门负责人说道。

为摸清问题症结，2024 年 7 月，
该院检察官通过陪同视障者、轮椅使
用者乘坐公交，发现车辆到站后仅车
内播报、缺乏驾乘信息联动等问题；
对 744 名残障人士的问卷调查显示，
超八成受访者有过听见车声难辨线
路、登车过程耗时费力等经历。

据悉，目前重庆公交集团运营着
700 余条线路、7800 余辆公共汽车。
重庆公交系统自 2019 年上线“车来
了”App 后，残障人士可通过语音播
报预判车辆到站时间，但“最后一米”
的障碍仍未解决——车辆进站后，视
障者难以确认线路，肢体障碍者登车
缺乏协助。对此，五分院于 2024 年 7
月召开听证会，邀请市交通运输部
门、公交集团、市盲人协会、“益心为
公”志愿者、市人大代表、人民监督员
等共商对策，提出“科技+服务”的双
轨解决方案。

7 月 26 日，五分院向相关部门发
出检察建议，建议其依法全面履行公
共交通无障碍环境建设监督管理职
责，督促重庆公交集团为残障人士、
老年人乘坐公共汽车提供辅助器具、
咨询引导等无障碍服务，进一步完善
无障碍导乘系统，解决老年人、残障
人士不能准确、及时、便利乘车问题。

在检察建议的推动下，重庆市公
交集团于 2024 年 9 月推出两项举措：
一是开通无障碍服务专线 61686168，
残障人士拨打电话即可预约车辆到
站提醒及登车协助；二是试点“响应
公交”系统，通过无障碍版微信小程
序实现精准预约乘车，目前已在两条
线路试运行。

“检察机关推动公共交通无障碍
环境建设，让残障群体出行之路更为
顺畅，这体现了检察机关的担当，体现
了现代化都市应有的人文关怀与温
度。”全国人大代表殷其龙满意地说。

2025 年 4 月 30 日，江苏省苏州市吴江区检察院党组成员、检委会专职委员
许剑峰来到陆鸿代表（右）创建的苏州缘跃纸制品有限公司，开展无障碍环境
建设专项监督回访。

▲2025 年 5 月，上海市闵行区检察院邀请人大代表出席某图书馆无
障碍环境改建提升案件研判会。▲

2025 年 4 月 29 日，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检察院邀请区人大代表陈
荣伟（中）踏看无障碍设施整改情况。

▲湖南省常德市鼎城区检察院邀请
区人大代表陈国述（中）对无障碍环境建
设开展“回头看”。▲

重庆市检察院第五分院邀请相关
单位负责人、市人大代表等召开公共交
通无障碍环境建设听证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