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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调查

今天是第33个国际残疾人日。现如今，视障人士的出行是否随着网络时代的更迭变得更加顺畅？青
年报记者跟随00后视障人士李春隆实地体验了一次出行后发现，如何知道哪一路公交车进站、特别是如何

准确分清多辆车同时进站时前后30米的班次，仍是盘亘在视障人士面前的一座大山，即便他是00后。
对此，“李春隆们”提出诉求，“其实公交车的车外喇叭播报内容只要加一句话，说明这是哪一路公交车，终点站是哪，这样

我们的出行就会方便很多。”然而，这一看似简单的解题方案却难以落地。这，又是为什么？ 实习生 张振宇 青年报记者 郭颖

查阅资料后，记者发现深

圳、杭州、惠州、苏州、宁波、长沙

等多地的公交车都在试图将这

“一句话的事”加入公交车的日

常运营之中。

2022 年“公交导盲系统”和

“深圳公交助乘”App在深圳落地

实施。据深圳市东部公交公司

介绍，视障人士只要在自己手机

内安装相关App后，就能实现与

车辆数据互通，当车辆达到站台

时，软件会通过震动、弹框或语

音进行提示。同时，车辆外部设

置的喇叭，也可清楚地播报线路

的名称、方向。

杭州也推出了“公交无障碍

导乘系统”，视障乘客可以通过

摇一摇“听听巴士”App让公交车

的车外喇叭播报公交车进站信

息。杭州公共服务热线的工作

人员告诉记者，除了少部分临时

加派的车辆外，大部分车辆都已

经安装了这套系统。若遇上没

有安装的车辆，视障人士也可以

寻求司机的帮忙。

这些城市的做法与三峡大

学土木与建筑学院副教授杨渝

南提出的“智能公交车信息系

统”有些类似。在接受青年报采

访时，杨渝南告诉记者自己曾对

42 名盲人的无障碍出行进行了

为期一个月的调研，调研结果发

现，虽然我国已经建设了不少无

障碍设施（如盲道），但盲人使用

这些设施并不便，再上缺少辅助

设施（如公交车站语音播报系

统），因此目前很多无障碍设施

难以真的帮到他们。

“其实现在智能公交车信息

系统的普及在技术上已经不存

在什么问题，关键在于成本。”杨

渝南解释道。

2023年，惠州市曾对公交导

盲系统运行维护项目进行公开

招标。招标文件显示，中标单位

需对惠州市 55 台安装公交导盲

系统的公交车和 1200 台安装公

交车辆电子标识进行运行维护

工作，项目费用为13.5万/年。另

据上海市交通委统计，2023年上

海市公共汽（电）车期末运营车

辆数为17351辆。一位公交车司

机也告诉记者，他所驾驶的公交

车大约是 7 年前配发的，而这批

车辆均未安装车外喇叭。若是

上海市所有公交车都安装公交

导盲系统，这或许是一笔不小的

开支。

但上海并非未尝试过设置

站外放播报车名的装置，随之而

来的播报声扰民问题导致“众口

难调”。最终因为遭到沿途居民

投诉，基本都取消了。目前，像

李春隆这样会自己使用高德地

图和百度地图等App查询公交车

到站情况的视障人士而言，乘坐

公交仍有困难，对于不善于使用

智能手机的老年视障人士群体

而言，麻烦程度可想而知。

从市交通委方面，记者了

解到之前确实有视障人士反映

过类似问题，但考虑到外放声

音会产生噪声的情况，故目前

暂时保留此建议。然而根据中

华人民共和国城市区域环境噪

声标准，城市中的道路交通干

线道路两侧区域的环境噪声标

准值，昼间为 70 分贝、夜间 55

分贝，公交车的播放音量是否

能达到这一程度仍存疑。

对此，一位公交业内人士建

议，“视障人士确实需要全社会

关怀，可以由高科技企业作为公

益项目设计一种视障人士专用

提醒设备，这样既不会扰民，也

能帮助到视障人士。”

据中国残疾人联合会的统
计，截至 2023 年我国有超过
1700万视障人士，1700万人是
什么概念呢？2018年公安部户
政管理研究中心对全国人口的
姓氏进行了统计，我国胡姓人口
总数大约是1650 万人，两组数
据相差并不大。

按照统计学的大数定律来
看，遇见一名胡姓人士和遇见
一名视障人士的概率相差无
几。在国际残疾人日到来之
际，青年报记者跟随 00 后视障
人士李春隆实地体验了一次乘
车出行。

由于身患先天性青光眼和
先天性视神经失明，李春隆八岁
时就完全进入了漆黑的世界。

他还记得第一次独立出行时，是
想去老家的县城转转。失明前，
这似乎是一件小事，但当时却成
了一件“兴师动众”的大事。父
亲实在放心不下，还是悄悄跟在
李春隆的身后，跟了一圈发现李
春隆确实具备独立出行的能力
后，才放下心来。

一路上好心人的帮助也给
了李春隆独立出行的勇气，现在
他敢于自己一个人出行，过马
路、打车、坐地铁甚至是乘坐高
铁和飞机都不在话下。一个人
过马路时，李春隆会提前将盲杖
高高举起，让司机会注意到前面
有个盲人；坐地铁、高铁和飞机
时，即便没有提前预约，只要和
工作人员说明情况，不同工作人

员便会开始“接力”，不同岗位、
区域的工作人员一路交接，直到
把他安全地送至目的地。

但独立乘坐公交车，目前仍
差“最后的30米”。由于目前上
海公交车的车外播报系统暂未
大范围普及，李春隆每次乘车都
必须依靠路人或司机的帮助才
能弄清面前是哪路车。如果车
站没有路人，他就必须敲着盲
杖，缓慢步行至车门口，努力伸
长脖子后礼貌地说：“师傅，请问
这是哪一路车？”

一套流程下来，李春隆等
车的时间也比健全人长了不
少。若是遇上几辆车一起进站，
等他问清一辆车的情况后，其余
的公交车早已离开。

李春隆正在询问公交车司机。 李春隆的日常行走。 本版摄影 青年报实习生 张振宇 记者 郭颖

独自乘坐公交车，仍差“最后的30米”

视障人士如何“听见”公交？

2015年，“上海发布”微信公
众号就上线了公交实时到站的查
询功能。现在，高德地图和百度地
图两大App均可以实时查询公交
车到站的情况。乘坐公交车时，李
春隆会先根据导航走到公交车站，
随后用实时公交车到站查询的功
能来判断公交车到站的大致时间，
最后再询问路人和司机来判断自
己面前的公交线路是什么。

目前市面上的各类导航软件，
其公交到站提醒功能是完全可以
做到大致无误的。但对于视障人
士而言，这毕竟没有车外喇叭播报
来的直接。因此无论什么情况下，
他们都需要询问行人或司机，这是
哪路车，开往什么方向。

李春隆也表示，乘公交的最
大困难在于多辆车一起进站的
情况。如果站台仅有一辆车，靠

导航软件的语音提示，他基本上
可以顺利完成乘车。但若是遇
上几辆车一起进站，那他可就为
难了，经常错过巴士。

为了避免乘客来不及上车
的情况，久事公交集团曾在2017
年进行过公交车靠站停车的专
项整治，明确公交车进站必须遵
守“三车二停”的原则，即多辆车
同时到站停靠的情况下，第三辆
及以后车辆需执行二次停站。
但即便如此，准确找到自己想要
搭乘的线路对视障人士来说仍
然是一个不小的挑战。

采访中，记者也跟随李春隆
一同在公交车站等车。一辆有
着无障碍标识的公交车在距离
站台十几米时，车外喇叭便开始
播报“右转弯，请注意”。车辆停
稳后，李春隆拄着盲杖缓慢步行

到车门口，头努力前伸，随后问
道：“你好师傅，这是多少路公交
车呀？”听到司机回答这辆车并
非自己需要乘坐的车后，他又敲
着盲杖转身离开。这一套流程
下来，让李春隆乘车的效率明显
比其他乘客慢了不少。

在公交车导盲系统尚未完
全普及的当下，视障人士乘车不
但需要不断地询问车辆是哪一
路的，还需要敲着盲杖确认车门
位置。李春隆告诉记者，在他工
作的盲人推拿店中，就有不少人
因为担心询问会耽误别人时间
而不好意思乘车。

“其实公交车的车外喇叭播
报内容只要加一句话，说明这是
哪一路公交车，终点站是哪，这
样我们的出行就会方便很多。”
李春隆说道。

“每次乘车都得依靠别人的帮助”

没有车外播报

“最大困难在于多辆车一起进站”

分不清几路车

“一句话的事”为何迟迟难落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