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叫外卖时，很多消费者会选择
一次性筷子。外出就餐时，有些消
费者因为担心饭店的筷子不干净，
选择用一次性筷子。河北省产品
质量监督检验研究院高级工程师
刘金鹏表示，一次性筷子的卫生和
安全问题不容忽视，消费者叫外卖
或者外出就餐时，可以使用自带餐
具或消毒筷子，既干净又环保。

《中国消费者报》记者了解到，
限于材质等问题，一些厂家在加工
一次性筷子的过程中往往需要使
用二氧化硫来改善产品的外观，这
是因为二氧化硫本身具有防腐、漂
白和杀菌的作用，使用二氧化硫可
以使筷子变得更好看。

刘金鹏向记者表示，食品接触
用竹木标准《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接触用竹木材料及制品》（GB
4806.12-2022）对竹木筷产品的二
氧化硫浸出量要求为≦10mg/kg，
否则，则可能通过与食物接触迁移
至食物或口腔内（人体中），从而给
人体健康造成隐患。有研究表明，
长期使用含二氧化硫的筷子，易给
肝脏、肺部带来一定损害。

《中国消费者报》记者梳理近
年来多地一次性竹木筷产品质量
监督抽查结果发现，一次性竹木筷
抽检合格率总体表现良好，但二氧
化硫浸出量超标的情况仍然存
在。今年5月15日，山东省市场监
管局网站公布2022年一次性竹木
筷产品质量省级监督抽查结果显
示，被抽查的 44 批次一次性竹木
筷产品中，有1批次产品的二氧化
硫浸出量不达标。

专家呼吁消费者尽量使用自
带餐具或消毒筷子，如确需使用一
次性筷子，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留
心：尽量选择有独立密封外包装同
时标注了生产厂家、生产地址等标
识齐全的产品；使用前应仔细检查
产品的外观质量，如是否存在质量
粗糙，有明显毛刺、发霉等情况，有
没有异味或刺激性气味；使用过程
中如果发现一次性筷子颜色异常
（特别白或遇热变黄），说明这种筷
子可能含有较多二氧化硫，应果断
弃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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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性筷子
别用“特白”的

“扫描二维码就可实现药品说明书的电子化展示，
可自行放大或缩小；按下一键语音播报按钮，就可以直
接听到关键部分的语音播报，有效避免说明书字太小
带来的使用不便……”近日，上海的几位老年志愿者收
到了某药品说明书的“适老化改造试用版”。

近年来，各界积极推动无障碍环境建设，关心关爱
老年人、残疾人等群体，提升其生活品质。6月28日，
在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次会议上，无障碍环境
建设法正式表决通过，将于2023年9月1日起施行，这
为我国无障碍环境建设提供有力法治保障。

专门立法：明确无障碍环境建设的定位、

原则和管理体制
“此前，无障碍环境建设的规则制度散见于各个法

律法规中，如残疾人保障法、老年人权益保障法等，国
务院还曾专门制定无障碍环境建设条例。”北京大学法
学院教授叶静漪说，相关法律法规在推动无障碍环境
建设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各界还是期盼能有一部
专门法律，增强法律制度的系统性、权威性和针对性。

“无障碍环境建设法明确了无障碍环境建设的定
位、原则和管理体制。各项规定清晰、完整、科学、全
面。”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社会法室主任石宏说。

这部法律在立法目的中明确：“保障残疾人、老年
人平等、充分、便捷地参与和融入社会生活，促进社会
全体人员共享经济社会发展成果。”

“无障碍环境建设法明确保障重点是残疾人、老年
人，在制度设计、标准确立、建设要求等方面，紧扣残疾
人、老年人的需求和期盼，有力回应了现实需要。”首都
师范大学管理学院副教授廖娟说。同时，法律在适用
范围中规定，残疾人、老年人之外的其他人有无障碍需
求的，可以享受无障碍环境便利。这扩展了社会服务
范围，充分考虑全体社会成员的无障碍需求。

该法规定，无障碍环境建设应当与适老化改造相
结合，遵循安全便利、实用易行、广泛受益的原则。对
此，清华大学无障碍发展研究院院长邵磊说，以法律原
则的形式将无障碍环境建设与适老化改造相结合，有
利于最大限度提升无障碍环境的包容性。

“某路段盲道紧靠大树且两侧狭窄，影响盲人安全
出行。”6月，江苏省某地检察院公益诉讼部门检察官
接到了这样一条线索。

第一时间来到现场取证，制发检察建议，监督相关
部门有效处理……很快，盲道恢复了畅通，无障碍环境
得到了维护。

“对违反本法规定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人民
检察院可以提出检察建议或者提起公益诉讼”便是此
次无障碍环境建设法确立的无障碍环境建设监督制度
之一。

规定无障碍设施建设、改造、维护和管理相关制
度，扩展无障碍社会服务范围，健全无障碍环境建设保
障机制，完善无障碍环境建设监督制度……无障碍环
境建设法进行了系统、全面的规定，为无障碍环境建设
写下生动的法治注脚。

开门立法：深入了解全社会的无障碍需求
在无障碍环境建设法的立法过程中，开门立法、民

主立法得到贯彻。通过基层立法联系点，许多来自基
层的民情、民意、民智在法律中得到体现。

重庆市沙坪坝区石井坡街道居民黄雪莉一直对无
障碍环境建设十分关注。这天，她接到了全国人大常
委会法工委沙坪坝基层立法联系点就无障碍环境建设
法草案征询意见的通知。

“国家鼓励工程建设单位在新建、改建、扩建建设
项目竣工验收时……邀请残疾人联合会、依法设立的
老年人组织等组织以及有无障碍需求的社会成员代
表，对无障碍设施进行体验试用……”细细翻阅草案文
本，这一条款让黄雪莉心头一颤。

“有一次，我看到一位老大爷略为艰难地下楼梯进
地铁。我就问他，为什么不乘坐地铁站的无障碍电
梯？他却茫然地摇摇头：无障碍电梯在哪里？我自己
找了找才发现，原来这个地铁站的无障碍电梯位置比
较‘隐蔽’，且还要过马路才能到达。”黄雪莉说。

“无障碍设施不仅要有，还要设计得合理、便于使
用。如果无障碍设施建设得不合理，竣工后就很难进

行改造。”黄雪莉提出，要让无障碍设施真正便利特殊
人群，必须在规划、设计阶段就让相关人群提出意见。
后来，这一建议得到了采纳。

据介绍，在立法过程中，通过重庆沙坪坝、天津小
白楼等多个基层立法联系点，许多群众的心声被传递
到立法机关，并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法律条款。不少全
国人大代表也提出了相关建议，立法机关认真研究和
吸收。

全国人大代表王永澄在履职调研中发现，越来越
多的适龄视力残疾学生开始接受融合教育。但是不少
学生反映，由于缺少专门教材，视力残疾学生使用的是
和普通学生一样的教材，“普通教材的字号、底色、图片
容易造成视觉疲劳，影响孩子残余视力”。

“加强大字版教材的出版和供应，满足低视力学生
的需求。”这条建议被王永澄代表带到了全国两会。

“根据王永澄代表和有关方面的意见，如今，法律
规定：国家鼓励教材编写、出版单位根据不同教育阶段
实际，编写、出版盲文版、低视力版教学用书，满足盲人
和其他有视力障碍的学生的学习需求。”全国人大常委
会法工委发言人臧铁伟说。

科学立法：推动解决无障碍环境建设中的

问题
“立法过程始终坚持鲜明的问题导向，聚焦人民群

众急难愁盼问题，不断完善解决问题的理念、思路和举
措。”石宏说。

全国人大代表、大冶有色金属集团控股有限公司
职工李莉一直关心老旧小区加装电梯问题。自己多次
拄拐爬到没有电梯的顶楼走访“悬空老人”的经历，让
她深感解决该问题的迫切性。在此前的全国两会上，
李莉代表就提出关于给老旧小区加装电梯的具体建
议。

针对社会广泛关注的老旧小区加装电梯等无障碍
设施的问题，此次无障碍环境建设法就给予了回应：

“国家支持城镇老旧小区既有多层住宅加装电梯或者
其他无障碍设施，为残疾人、老年人提供便利。”“房屋
所有权人应当弘扬中华民族与邻为善、守望相助等传
统美德，加强沟通协商，依法配合既有多层住宅加装电
梯或者其他无障碍设施。”

盲道的建设极大方便了盲人群众的出行，但盲道
被占用、损坏等情况时有发生。记者曾走过一段盲道，
发现不长的盲道上，“叠嶂重重”：先是左边的一棵小树

“旁逸斜出”，枝丫阻挡了前进路径；往前没走多远，成
片的地砖又“不翼而飞”……

“盲道建得挺好，可维护得不好，盲人走过可能发
生危险。”一位路过的市民感叹。

“在一些地方，无障碍设施‘重建设轻维护’‘重建
设轻管理’，保障措施不充分，监督管理力度不足。”石
宏介绍，针对这些问题，法律进一步明确所有权人、管
理人的维护管理职责，并设“保障措施”“监督管理”两
个专章。

“无障碍环境建设涉及社会方方面面，需要全社会
共同关注、共同参与、共同发力。”石宏说，要做好配套
法规、规章、政策、标准的制定和修改工作，促进提升无
障碍环境建设质量和保障水平。 来源：人民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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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障碍环境建设法将于9月1日起施行——
法治护航，提升无障碍环境建设质量和保障水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