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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类把海洋变成了垃圾场

!$ 昔日!弃城"#美国青年的酷爱

!% 印度动物保护学家卡特兰

热点锁定
中国外长

王毅 23日在
纽约联合国总
部以安理会轮
值主席身份，主
持以国际和平
与安全为主题
的公开辩论会。

和伙伴一起运动
!"岁的克里斯·塔瓦雷斯在母

亲玛利亚护送下，从纽约州长岛赶
赴位于加登城的阿德尔菲大学，参
加他人生中第一个夏令营。
塔瓦雷斯自幼患有严重的视力

缺陷，仅一只眼睛能勉强看见东西。
站在学校门外，母子二人都有些惴
惴不安，玛利亚尤其不放心：“我有
点害怕，他会受伤吗？”
这个名为“能力夏令营”的项目

专为有各种视力缺陷的儿童开放，
在全美范围内运行，帮助这些孩子
和正常儿童一样享受运动的乐趣。
参加夏令营的第二天，塔瓦雷

斯在教练指导下练习打棒球。让他
意外的是，所有营员都被要求蒙上
双眼，只能根据球发出的电子音判
断位置。塔瓦雷斯专注聆听棒球发
出的提示音，然后挥动手中的球棒。
几次尝试落空后，他终于成功击中，
立刻兴奋地问：“球飞了多远？”
接下来几天里，塔瓦雷斯和同

伴们一起学习游泳、骑双人自行车、
摔跤、玩团队游戏。每个运动项目开
始前，除了用语音系统详细介绍运
动要领，教练还会发给孩子们一份
立体地图，让他们通过触摸，感知场
地的形状和特点。
对大部分参加夏令营的孩子而

言，这是他们人生中第一次和同伴
一起做运动。半数孩子在学校里没
有上过体育课，还有一些孩子只在
课余时间简单活动。“只有体育老师
陪我运动。”塔瓦雷斯说。
“那样做本质上是一种伤害。”

“能力夏令营”项目发起者劳伦·利
伯曼说，“因为体育教育的一部分重
要内容就是教孩子友爱、沟通和团
队协作。”
夏令营最后一天，孩子们积极

地向家长展示骑车、摔跤、击球等活

动，然后带着新收获的友谊、信心以
及一个信封回家。
信封里是一份转交孩子学校的

报告，内容包括孩子在夏令营期间
的表现，能参与哪些运动，用到何种
辅助设施。报告还建议，学校有时候
只需做出一些小小改动，就能帮助
这些孩子和正常同龄儿童一起享受
运动。例如选用和体育馆地板颜色
反差大的彩色球、购买有语音操作
提示的健身设施等等。
“我想和同学一起上体育课，一

起运动。”塔瓦雷斯头一次感觉自己
的愿望能够实现。
美国夏令营协会首席执行官佩

吉·史密斯说，过去 #$年来，类似
“能力夏令营”这样的项目越来越普
及，全美如今有 !%$$多个夏令营向
有特殊需求的残障儿童敞开大门。

独立出行更方便
"$年前，纽约市政府宣布投入

至少 %$$$万美元，为全市公共汽车
配备无障碍设施，方便坐轮椅的残
疾人士出行。纽约市民龙妮·雷蒙德
还记得，当年听到这个消息时她第
一反应是翻了个白眼。她想：“我从
来没在公共交通工具上见过一个坐
轮椅的人，何必费这笔钱？”

当时纽约市已有 !"""多辆无
障碍公交车，但全市搭乘这些公交
车的轮椅人士平均每天不到 &$人。
多年后，当雷蒙德因患多发性

硬化症而坐上轮椅时，她才意识到
为何在公交车上几乎看不到轮椅乘
客。“因为他们根本没法出门，哪里
都去不了，大多数人连公交车站都
到不了。”
如今，得益于精心设计和安装

的各种无障碍设施，例如路边坡道、
轮椅升降梯等，雷蒙德可以独自坐
轮椅畅游曼哈顿。她能在纽约市全
部 %'$$多辆公交车中任意换乘，因

为每一辆车上都有两个轮椅专区，
而且车门处的设计非常方便轮椅上
下车。此外，&$(地铁线路和一些出
租车也配备了无障碍设施。
她说，有时候因为公交车上的

轮椅专区“客满”，她需要再等下一
趟车，“但这一点都不影响我的心
情，因为这意味着更多坐轮椅的人
正走出家门，有事可做”。
对全美大约 "'$$万到 %'$$万

患有生理、心理和认知障碍的残疾
人而言，这种改变是可观且可喜的。
“在乔治·布什总统签署《美国残疾
人保护法》&%年后，越来越多美国
残疾人过上了享有更多权利、受到
更少限制的生活。”美国《基督教科
学箴言报》如是评论。

需求依然受忽视
统计数据显示，美国残疾人比

例占全国人口 )&(到 &$(。而在全
球范围内，残疾人数量已达到 #$%

亿，占全球总人口的十分之一，构成
最大的弱势群体。
虽然 !&&"年签署的《美国残疾

人保护法》被视为美国助残事业进
入“无障碍时代”的标志，然而现实
与理想之间总有差距，许多事物的
设计依然很难关注残疾人需求。
一项 &$!&年的研究表明，美国

多数公共图书馆网站的设计不符合
无障碍标准，不方便有视力或听力
障碍的用户。商业网站情况更糟，只
有不到 %(购物网站勉强达标。
在美国餐厅内，很少见到盲文

或大字打印的菜单。“红色龙虾”连
锁餐厅提供盲文菜单，也只是因为
一名餐厅员工在单眼失明后提出了
这个建议。
无障碍软件设计公司“帕切洛

集团”市场销售主管布赖恩·兰德里
根说，多数公司称他们找不到合适
的残疾人来测试或改善公司提供的

服务，而实际上“他们只是从来没有
想过要和残疾人打交道而已”。

就业问题仍最难
在残疾人士面临的众多障碍

中，最难的还是就业。
曼朱什里·森是一名单身母亲，

多年前患肺部疾病，变成依赖药物
和仪器呼吸的残疾人。幸运的是，
&$$&年，她在“*+,国际”公司找到
一份文案工作。
随着病情加重，公司为她制订

了人性化的工作安排，允许她在家
办公，利用发达的网络通信技术与
办公室联系。因此，在过去四年里，
森得以继续靠工作养家糊口。
然而，像森这么幸运的毕竟是

少数。尽管《美国残疾人保护法》禁
止在工作领域歧视残疾人，但现实
中只有不到三分之一残疾人能获得
就业机会，而像“*+,国际”这样愿
意接收残疾员工的企业，全美还不
到五分之一。

&$)$年，《美国残疾人保护法》
签署 &$周年之际，美国总统奥巴马
曾签署行政命令，要求联邦政府增
加残疾人雇员比例。根据命令，联邦
政府将培训各机构招聘人员，制定
相关政策，提高残疾人在联邦政府
雇员中的比例，并把相关情况向总
统汇报，同时将结果在互联网上公
布，确保政策透明性。
奥巴马说，联邦政府是美国最

大的用人机构，但残疾人只占联邦
雇员 %(左右。大大低于残疾人在
美国人口中的比例，联邦政府应在
减少对残疾人歧视方面作出表率。
如今近 %年过去，这项命令实

施效果如何还有待评估。残疾人权
益机构希望，政府能继续加强对残
疾人就业问题的重视，帮助更多有
劳动能力的残疾人摆脱贫困，促进
就业公平。

! !美国媒体报道$ 因申请人

数激增$ 美国社会保障制度残

疾人保障项目濒临破产&

报道说$全美约 !"#$万人

领取残疾人福利和救济金$过

去 !$年间残疾人保障项目申

请人数增加近 %$&& 部分原因

在于$经济形势较差时$残疾人

更容易遭解聘'更难找新工作$

不得不申请社保福利和救济&

美国国会研究显示$ 支撑

社保制度残疾人保障项目的信

托基金将在 '$!(年"干涸(&除

非国会推出新法案改变现行运

作模式$ 否则届时将无法再向

数百万残疾人发放救济&

对美国行政管理部门而

言$ 残疾人保障项目面临两项

难题)第一$最需要帮助的申请

人未必能领到救济金&第二$不

少领到救济金的人其实并不符

合申领资格&

美国国会下属审计机构政

府问责局报告显示$仅 '$!$年

就有 !) 亿美元残疾人救济金

发放给已经找到工作' 不符合

申领条件的申请人&

美国残疾人：生活方便 工作难找
25年前《残疾人保护法》生效标志着进入“无障碍时代”

文 ' 张代蕾

残疾人社保
基金将“干涸”

《美国残疾人保护
法》1990年签署生效，
为残疾人在使用社会
服务设施、出入公共场
所和就业等方面提供
了极大便利，法案也因
此被视为美国助残事
业进入“无障碍时代”
的标志。

如今法案实施25
年之际，美国残疾人切
身体会到了生活质量
的改善，但同时也意识
到，冀望中的“无障碍
时代”还远未到来。

! ! 美国是助残事业开展较早

的国家之一$ 全世界第一个为

残疾人服务的组织于 !*!* 年

诞生在美国&

!**$ 年$ 美国政府签署

*美国残疾人保护法+$ 为残疾

人在使用社会服务设施' 出入

公共场所和就业等方面提供了

更大便利& 这部法案也因此被

视为美国助残事业进入 ,无障

碍时代(的标志&

在美国残疾人协会前主席

安德鲁-因帕拉托看来$这部法

案的意义不仅仅是一场 ,革

命($而更像是一种,进化(&

他举例解释说$ 法案不仅

要求对现有建筑完成残疾人设

施改造$ 更要求新建筑从设计

和建造之初就必须把残疾人的

需求考虑在内& ,有了这种概

念$假以时日$我们才能真正实

现无障碍环境& (

残疾人保护法
更像是!进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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