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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长宁区建设和管理委员会文件
长建委发〔2022〕16 号

区建设和管理委员会对区人大十七届一次会议
第 046 号代表建议的答复

办理结果：解决或采纳 签发人：赵成樑

曹婷婷代表：

您提出的“关于完善区域无障碍设施建设的建议”的代表建议

已收悉，经认真研究，现将办理情况答复如下：

一、长宁区无障碍建设总体情况

长宁区户籍人口 57.6 万人，其中 60 岁以上的老年人口21.9

万，占总人口的38％；残疾人口2.4 万，占人口数的 4％，老年

人和残疾人已占有相当大的比例。我区按照《无障碍环境建设条

例》（国务院令第 622 号）、《上海市无障碍设施建设和使用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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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法》（沪府令45号）等法规条例，积极行动、精心组织、加强

管理，多项爱心工程得到有效落实，一大批无障碍设施进入城区、

社区、家庭，方便了全区残疾人和老年人的出行和生活，使城区

无障碍环境质量有了显著提升。十三五期间，我区共新建（改造）

盲道 14874 米，提示盲道562 处、缘石坡道273 处。新（改、扩）

建教育建筑 6个、医疗康复建筑 1个、体育建筑 2个、文化建筑

3个、宾旅馆（规模以上）20 个、大型商场 39 个、城市绿地 7

个，特教学校1个，全部配备无障碍设施。社会公共停车场（库）

设置无障碍停车位508 个。既有居住区改造 65个，既有多层住宅

完成加装电梯 40 台，贫困重度残疾人和老年人家庭无障碍改造

1224 户。目前，我区已基本形成布局合理、功能齐全、运行有效

的无障碍设施网络体系。2021 年 2月 1日，住建部、工信部、民

政部、中国残联、全国老龄办等部门授予长宁区为“创建全国无

障碍环境达标市县村镇”。

二、主要措施

针对无障碍环境建设涉及的宣传、建设、机制等方面问题，我

区已落实的相关措施如下：

1、领导重视，认识到位

近日，上海盲童学校的盲人教师任铮浩向区人民建议征集办

递交了一份关于完善人行道盲道的建议。区委书记王岚高度重视，

2月 24日，王岚书记现场走访盲童学校周边道路，对盲道设置、

管理和维护等情况开展调研；2月 25日，召集区建管委等相关部

门专题听取了建议人的意见建议，区建管委于当日完成了盲童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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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周边道路盲道的优化提升。王岚书记要求：城市建设要以人为

本，要凝聚群众智慧，倾听群众意见，回应群众呼声。下一步要

举一反三，对全区范围内的盲道进行排摸调整；同时建立长效常

态机制，把无障碍设施管理维护纳入“一网统管”，运用科技手段

提升管理水平。

2、精心组织，落实责任

根据《无障碍环境建设条例》（国务院令第622 号）、《上海市

无障碍设施建设和使用管理办法》（沪府令45号），明确按照公共

建筑行业性质，由所属行业主管部门，对既有公共建筑的无障碍

设施工程的使用状况进行监督检查，督促建筑权属或管理单位落

实主体责任，提高无障碍设施使用效能。

3、监督引导，广泛宣传

区残联根据市级要求，专门成立了区无障碍设施建设督导大

队，具体负责无障碍环境建设的督导工作。督导大队制定了工作

守则和队员须知，督导队员中既有肢体、听语、视障残疾人代表，

也吸纳了一些有社会活动能力的老年人代表参加，坚持宣传制度

和每月两次工作例会、每月一次业务学习的工作制度，通过严格

执行制度和不断的学习，我区督导队员积极主动做好对无障碍设

施的监督工作，通过广泛宣传无障碍设施的用途和受益人的感受，

使社会对无障碍设施从疑惑转变为接受到自觉爱护。

4、明确标准，项目带动

我区结合新、改、扩建设项目设计方案审批工作，要求区内

公共建筑设计方案应包含“无障碍设施设计”专篇，设计标准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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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无障碍设计规范》（GB50763-2012）执行，并做到同步设计、

同步施工、同步投入使用，逐步完善社区、商圈等各类公共建筑

无障碍服务设施。例如：上海国际体操中心整体改造、娄山关路

445 弄综合项目等体育建筑；区同仁医院新建、精卫中心、光华

医院、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改造等医疗康复建筑；刘海粟美术馆、

上海国际舞蹈中心、程十发美术馆新建等文化建筑；新建建滔诺

富特酒店、阿纳迪酒店等规模以上宾旅馆；新建长宁来福士、申

亚等大型商场；区内各学校和托育园改造等教育建筑；新建中新

泾、临空音乐等公园、绿地和老旧公厕改建项目等绿化环卫设施，

均按要求设置或增设无障碍电梯、无障碍厕所、第三卫生间、无

障碍坐席等无障碍设施。

5、市政配套，方便出行

2014-2015 年我区按照新标准对全区人行道进行了全面改

造，统一了材质和颜色，并同步完成了人行道上盲道和缘石坡道

的全覆盖改造。2016-2020 年期间，我区新改扩道路共涉及18条，

缘石坡道按标准设置273 处。设置提示盲道 562 处，行进盲道

14874 米。同时结合道路日常养护，对部分路段老旧盲道进行翻

新，对部分因管线设施变化引起的盲道设置不合理进行调整，包

括对虹桥路、延安西路等7条道路的盲道进行局部翻新和调整。

对区域内所有有条件的公交车站设置提示盲道，并尽可能的与市

政盲道连接。18条新改扩道路的人行横道安全岛有9处，轮椅均

可通行。结合新建和改造公共停车场库共设置无障碍停车位508

个。通过多年的市政交通配套建设改造，全面提升了我区市政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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础设施的无障碍环境水平。

6、拓展延伸，改善民生

根据区委关于“无障碍环境建设要从马路走向家庭，帮助老

百姓真正用好无障碍设施”的要求，我区注重家庭无障碍建设的

品质以及家庭无障碍设施与社区和城区无障碍环境的有机衔接。

区政府每年将无障碍设施进家庭、进社区项目列入区政府实事项

目中，由区残联、区民政局和区建管委按照各自的职能分工分别

实施，2016-2020 年共计投入1000 余万元。在无障碍进家庭方面，

依靠社区助残员，无障碍督导队员广泛开展需求摸底调查，结合

残疾人需求，对改造项目进行了细分，共分为厨卫综合改造、室

内无障碍扶手和通道、电动窗帘、手动升降晾衣架四个子项目，

并根据不同类别残疾人的特点，对各项目的改造条件和对象进行

了合理区分，2016-2020年共完成残疾人家庭无障碍改造3322户。

同时为服务好老年人家庭，共完成老年人家庭无障碍改造 906 户。

在无障碍进社区方面，我区每年建设无障碍坡道及楼道扶手 30

处。同时大力推进既有多层住宅加装电梯工程，不断创新工作模

式，截止2020 年底长宁区完成计划立项及意愿征询合计194 台，

49 台电梯已正式投入使用，同时 36 台电梯已经进入开工阶段，

在全市保持领先地位，大大方便残疾人、老年人居家和出行生活，

社会反响良好。

7、人性服务，促进交流

为方便残疾人与社会的沟通交流，我区针对聋人和盲人等不

同残疾群体，积极开展信息交流无障碍工作。长宁有线电视台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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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播放一次手语新闻节目，方便我区聋人及时了解时事动态。在

区残联换届代表大会、残疾人文艺汇演等各类重大活动中，均组

织手语翻译现场翻译。同时，区残联积极为我区听障人士办理信

息消费套餐，为听障人士提供优惠的手机流量或者宽带服务。长

宁区现有区级图书馆2家，分别是长宁区图书馆和长宁区少年儿

童图书馆，两处区级图书馆均建有视障阅览室。为进一步为视障

人士做好服务，区图书馆将于近期对视障阅览室进行装修升级，

包括数字资源和硬件设备，配置专业视障阅读家具等，不断提升

提升服务水平和能级。长宁区智能服务平台项目中部署的一体机

支持语音问答检索，可检索办事指南等信息，覆盖部分居委会，

帮助一批盲人借助语言导盲设备上网、交友，参加社区读书活动。

我区已顺利完成《特殊教育三年行动计划（2018-2020）》中无障

碍设施的 60%的配置比例，积极建设高品质随班就读资源教室，

争取做到中小学全覆盖，提供残疾儿童更好的成长和生活环境。

2019-2020 年，在市、区两级交通管理部门的通力合作下，长宁

区已建成30 个出租汽车候客站点，并上线试点“一键叫车”功能，

受到市民广泛好评，对规范中心城区巡游车营运环境，提升乘客

叫车体验，拓展城市数字化转型应用场景起到了重要作用。“一键

叫车”功能，把中老年人眼中复杂的使用步骤大大简化，有效削

减了叫车服务与中老年乘客之间的隔阂，让中老人更便捷地搭上

带有互联网基因的出租车。

三、下一步打算

1、进一步加强宣传、鼓励社会参与，营造无障碍环境建设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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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氛围。通过全国助残日、国际残疾人日、肢残人节等重大时间

节点，充分利用传统媒体和新媒体宣传，进一步提高全社会无障

碍建设意识。各街镇积极开展助老助残等社会公益活动，鼓励志

愿者、志愿服务组织参与宣传、监督和提供志愿服务；组织开展

无障碍设施体验活动，提高社会各界对残疾人老年人的人文关怀

和维护无障碍环境的意识，支持无障碍环境建设的良好氛围。

2、进一步加强无障碍设施建设，促进无障碍信息传播与交

流。一是计划今年在小区无障碍设施建设中，增加排摸老年居民

无障碍设施需求，加大小区无障碍坡道、扶手等设施建设力度。

二是进一步扩大居家适老化改造试点范围，2021 年我区居家环境

适老化改造已完成730 户，试点街道增加至 7个（全市共45 个），

惠及更多行动不便的老年人家庭。三是不断完善无障碍信息传播

与交流。与长宁有线电视台合作，坚持为全区听力残疾人提供手

语新闻节目。在全区各街镇设立无障碍电影放映点，为全区视力

残疾人、听力残疾人提供无障碍文化交流服务。在区残疾人事务

受理窗口配备平板电脑，提供在线手语翻译视频服务。提供更多

与残疾人、老年人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影视、阅读、网站及移动

终端应用、紧急呼叫与热线服务。

3、进一步完善无障碍环境建设长效机制。一是积极发挥区

无障碍督导大队和各街镇残联工作人员的作用，在日常生活和工

作中多关注社区、商圈、公共交通系统等重点场所的无障碍设施，

发现不足问题及时向区残联和相关部门反馈予以及时处置。二是

进一步完善既有公共建筑无障碍设施网格化管理机制。借助“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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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统管”平台，将涉及无障碍设施相关网格和热线投诉案件，根

据建筑行业性质，派单至区行业主管部门，区行业主管部门按照

相关规范标准，指导协调相关权属单位落实无障碍设施的管养和

改造工作。涉及损害无障碍设施行为案件，派单至区城管部门开

展行政执法工作，加大无障碍环境建设监督管理处罚力度。三是

进一步完善无障碍停车设施监管，持续加大停车点位宣传引导力

度。加强对各类公共场所设置的无障碍停车设施的管理与维护，

注重对设施管理人员的培训，专车专用，避免被社会车辆占用，

为残疾人提供友好的停车体验。四是开展盲道不合理规划、设计

和占用以及损坏情况的排查，并制定养护作业计划，同时进一步

规范道路新改扩建、道路大修、架空线入地工程涉及盲道设置标

准，对全区范围内的盲道进行优化提升。

无障碍环境建设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既是一个动态的过

程，又是一个永恒的主题，需要政府各部门和全社会的共同努力。

我区将进一步加大城区无障碍环境建设统筹力度，不断创新工作

方式，切实把无障碍环境建设工作落到实处。

感谢您对我区城市建设和管理的关心、支持与理解！

长宁区建设和管理委员会

2022 年 3月 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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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件公开发布）

承办单位通讯地址：长宁路599号

联系人姓名： 于炜

电话：22050552 邮政编码：200050

长宁区建设和管理委员会 2022年3月15日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