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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选浦东新区七届人大代表以来，

杜剑峰发挥自己在法律方面的专业优

势， 竭诚为民服务、 助力区域发展。 在

“七彩连心桥” 中开展普法宣传与咨询

服务， 是他参与频率最高的活动。 “不

仅能与选民面对面交流， 了解基层事

务、 倾听选民呼声， 还能助力普法工

作， 提升选民的法治意识， 这项活动真

正链接了人大代表与选民。” 杜剑峰说。

作为律所负责人， 杜剑峰脑海里储

备着丰富的案例， 他擅长用“以案释

法” 的形式为选民服务， 做好普法“宣

传员”， 让居民群众对运用法律加强自

身权利保护有更加深刻的理解， 帮助居

民群众养成“办事依法、 遇事找法、 解

决问题用法、 化解矛盾靠法” 的法律意

识。

同时， 他也利用自己的专业优势，

参与到旧改征收矛盾调解、 立法调研座

谈、 执法检查等工作中， 为法治浦东建

设履行人大代表的使命职责。

杜剑峰的履职能力， 也在这一过程

中不断成长。 在参与区人大常委会组织

开展的安全生产专项监督和《上海市安

全生产条例》 执法检查活动后， 他发现

不同行业需要不同的法律法规和国家标

准予以规范， 只有全面深入学习相关法

律法规和标准规范， 才能做到正确监

督、 有效监督、 依法监督， 提升执法检

查的针对性和实效性。

为此， 他开始系统地学习《安全生

产法》 《上海市安全生产条例》 《上海

市非机动车安全管理条例》 等法律法

规， 了解被检查企业与其所属行业的情

况， 学习相应的国家标准。 在不断学习

的过程中， 杜剑峰强化了自己的“内

功”， 让自己能够有的放矢、 精准有效

地做好履职工作。

关心选民的“急难愁盼”， 用心反

馈群众呼声， 让杜剑峰在选民心中留下

“真诚” “细致” 的印象。 东明路上白

莲泾桥通行安全问题的妥善解决就是他

积极履职的生动体现。 桥东侧非机动车

道由道板砖铺设， 高出路面且坡度大，

经过多年磨损，下雨天极其湿滑，容易造

成来往行人摔倒。 杜剑峰多次到现场勘

察，并会同选区内多名代表，就该路段非

机动车道优化提出建议， 促使该路段改

造提升，保障群众的出行安全。

谈到代表的履职体会， 杜剑峰代表

说， 始终秉持“学习之心” “倾听之

心” 与“观察之心”， 时刻关注选民的

所需所盼， 才能让我们更高质量地为民

代言。

杜剑峰：发挥专业优势 真诚服务选民

代表风采

□ 浦东人大供稿

  过马路是城市交通中最常见的通行

场景， 但对于视力障碍人士来说， 如何

安全地过马路， 却是个很大的挑战。 安

装过街音响提示装置， 让视障人士能

“听音” 过马路成为了许多人的呼声，

其中就包括了市人大代表。 如今这一代

表建议也有了回音， 本市启用了定向传

声行人过街提示设施试点。

代表呼吁解决视障人士

“过街难”

“据统计， 本市残疾人中， 视障残

疾人约有 9 万人， 其中约有 3 万人为盲

人。 他们出行意愿强烈。” 市人大代表

臧熹指出， “本市大部分路口没有视障

人士过街音响提示装置， 部分曾经安装

相关装置的路口， 也因周围居民投诉扰

民， 而拆除了提示装置。”

他表示， 视障人士过街往往凭借听

觉根据车流声音判断红绿灯， 有时出现

误判， 有时即便判断正确也偶有违法非

机动车突然窜出。 很多视障人士都曾遭

遇过街时盲杖被碰到， 甚至压断的情

况。 “很多视障人士出行都携带两根盲

杖， 以备不时之需。” 臧熹无奈地说。

相关调研显示， 在各类出行障碍

中， 最为突出的是过街困难重重， 甚至

险象环生。

为此， 臧熹建议在视障人群出行集

中路段增设过街音响提示装置。 《无障

碍设计规范》 明确， “城市中心区及视

觉障碍者集中区域的人行横道， 应配置

过街音响提示装置”。 他建议， 一方面，

对本市中心城区未安装过街音响提示装

置的路口， 进行全面梳理， 具备条件的

尽早安装。 另一方面， 相关部门联合残

联， 对视障人士出行集中区域进行重新

梳理。 “据了解， 华东师范大学、 上海

师范大学、 上海第二工业大学均招收视

障学生， 视障人群出行相对集中， 但周

边均没有过街音响提示装置。 建议对这

些区域考虑先行安装。” 臧熹表示。

同时， 臧熹建议优化设计， 避免音

响提示装置扰民。 一方面， 优化使用时

间， 在深夜视障人士出行较少时段暂停

提示功能。 另一方面， 通过物联感知、

遥控等智能化手段优化使用方法。 如为

提示装置和视障人群手机端安装物联感

知或遥控功能。 当视障人士到达路口

时， 可通过物联感知或发送手机指令，

使提示装置开始工作。 视障人士过街后

再通过相同方法， 提示装置即可停止工

作， 从而避免长时间不间断的音响提

示， 对周边居民造成影响。 目前， 全国

多地已有类似装置投入使用。

第三， 扩大现有行人过街语音提示

装置使用范围。 在臧熹看来， 为规范行

人过街行为， 本市在部分大型路口安装

有语音提示装置。 行人一旦闯红灯， 会

发出“您已越线” 的提示， 绿灯时则发

出“可以通行” 的提示。 视障人士普遍

反映， 该装置客观上为他们安全通过路

口提供了很大帮助。 他建议可在更多路

口安装此类提示装置， 既规范行人过街

行为， 也帮助视障人士。

本市已启用定向传声行

人过街提示设施试点

据市公安局的回复， 2018 年以来，

本市交警部门在 184 个路口安装了带语

音提示功能的行人过街设施， 为视障人

群出行提供便利， 但由于出行市民需求

各异和噪音扰民投诉， 行人过街设施未

大规模推广。

2023 年， 以贯彻实施 《上海市无

障碍环境建设条例》 为契机， 交警部门

会同相关单位共同研究并启用了定向传

声行人过街提示设施试点工作， 该设备

能控制声音的传播方向和覆盖范围， 并

根据路口大小调整输出功率， 有效解决

噪声扰民问题。 经过对部分有视障学生

就读学校周边、 视障人士过街需求较为

集中的道路开展调研， 目前已在上海师

范大学桂林路校区门口、 上海市盲童学

校虹桥路校区门口、 陆家浜路制造局路

路口等区域试点该行人过街提示设施，

在校视障学生、 周边居民、 过路群众及

周边商铺员工现场体验后评价较好。

物联感知涉及隐私保护操作

那么这个过街设施能否更智能化？

对此， 市公安局表示， “在手机安装物

联感知、 遥控智能等方式优化过街音响

提示” 的建议， 经征询相关部门， 认为

从技术层面上可行， 但实际操作层面存

在一定风险， 因目前手机端物联感知客

户端均可公开下载， 相关客户端如需针

对特定人群使用， 需精准收集该群体的

身份信息， 但在开放网络中使用应考虑

使用人员的身份信息安全问题， 以目前

技术手段无法保证相关信息的绝对安

全， 因此不建议通过安装收集物联感知

端的方式与过街提示装置相连接。

对此， 交警部门已会同相关部门共

同研究视障人士过街音响提示装置优化

方案， 拟增设音量档位定时调整设置功

能， 使设备在不同时间段内发出不同分

贝的声音， 减少对周边居民的影响。

下一步， 交警部门还将邀请上海市

残疾人联合会等单位， 对盲人出行需求

集中的路口、 路段共同开展调研。 同

时， 本市还将定期收集定向传声行人过

街提示设施使用的反馈意见， 及时梳

理、 汇总、 研究相关建议， 力争早日完

善设施优化方案。 除此之外， 本市将持

续通过交通安全宣传提高市民的无障碍

环境意识， 确保上海残障人士出行能够

安全、 有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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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视障人士能“听音”过马路
本市启用定向传声行人过街提示设施试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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