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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报道

本报记者 俞任飞

国际盲人节，

盲 人 选 手 在

比 赛 操 作 手

机。

新华社

资料图

“ 打 开 Internet Ex-

plorer，WD 可编辑文本，百

度一下，实时热点链接⋯⋯”

8 月 15 日，在浙江图书

馆一楼东侧的视障信息无障

碍服务中心，音响正用 1.5

倍速播报着电脑屏幕上的内

容。8 位视障人士分坐两

排，他们是赶来参加图书馆

当天专为视障者开办的“盲

用电脑培训班”。

“网页就是可翻动的电

子书页。”32岁的湖北人刘宇

是主讲老师，他也是一名先

天性失明患者。为期四天的

培训已经过半，当天的主要

课程是教会这些年逾半百的

视障人群如何上网与下载。

这几年，刘宇参加过不

少类似培训，也在私下开过

课。他形容自己的工作像是

互联网上的导盲员，引导视

障群体对虚拟世界的探索。

打开一个网页要点击上百次，你受得了吗
刘宇说，这就是视障者的日常，先天失明的他最近在浙图开课培训盲人用电脑

他说自己是个“失明的导盲员”，常给各种APP做测试，以改善视障者的使用体验

打开一个网页要点击上百次
9点半，上午的课程开始了。

刘宇讲课的进度不算快，讲课内容也大多简洁实用，“怎

样在网上搜到自己想要的内容？”“下载好的文件存在哪

里？”⋯⋯同为视障者，刘宇很清楚学员的需求。

视障者没法使用鼠标，需要借助读屏软件来操作电脑，通

过将屏幕上的内容转换成语音，他们也能像平常人一样上网

浏览。

和“明眼人”点点鼠标、敲敲键盘就能完成的操作不同。

拿搜索来说，视障初学者从搜索内容到找到目标网页，往往要

经过上百次点击。

除了复杂的操作流程，还有不少网页与应用无法支持读

屏软件。前些年一款常见的支付应用，因为读屏等方式输入

支付密码存在被第三方软件劫持的风险，可能导致用户信息

泄露的原因，在新版中下架了密码输入的读屏功能。而这却

给刘宇他们带来麻烦，“我没法知道自己在哪里输入密码，也

不知道密码是否正确。”

以前，12306 买票还要验证图片，对正常人都是折磨，对

刘宇他们就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和来按摩的客人学编程
2007年，在按摩店打工的刘宇，用工资买下了自己的第一

台电脑。刚买的电脑头一个月就坏了4回，“往往是误改了启动

文件”。有时，刘宇一周就能整坏两三次系统，每回他都得花30

元重装。对当时月薪不过800多元的刘宇而言，是笔“巨款”。

为了省钱，刘宇开始自己琢磨装系统，写一些辅助视障的

小程序。他平时做按摩，得空就坐在电脑前，请教各类“大

神”。他们中有网上的电脑达人，有来按摩的IT工作者，有一

回，为了写引导文件，他还请教过国内首款读屏软件的制作者

——王永德。很快，刘宇对“信息无障碍”这个概念有了了

解。他开始有意识地去研究如何帮助视障者便捷地上网。

很多公司压根没考虑到视障人群
从去年开始，刘宇在按摩工作之外，又多了两项兼职。他

一边在各地给视障人群开设盲用电脑培训；一边测试各类软

件，向开发者反馈信息无障碍中的问题。

根据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及第二次全国残疾人抽样调查结

果，中国有逾1300万的视障群体。换言之，平均每110人当中，

就有1人存在视力障碍。2016年，一份《中国互联网视障用户基

本情况报告》显示，92%的受调查视障者都在使用智能手机，但只

有35%的受调查者表示可以不在别人帮助的情况下使用。

刘宇告诉记者，目前常用的手机 APP 中，只有不到 40 款

支持信息无障碍。他给记者打开了一款银行类 APP，“按钮，

按钮，按钮⋯⋯”由于未添加标签，这款APP的所有选项都只

能被读屏软件识别为“按钮”，视障者根本没法用。

刘宇说，每当互联网公司接到他的反馈时，第一反应都是

吃惊，没想到视障群体也在使用它们的产品。“很多公司都没

有这方面的意识，不了解视障人士的需求，更不知该如何改。”

刘宇表示，其实软件的无障碍改造难度并不大，更多时候只是

没有考虑到。他希望，APP 的设计者能照顾到特殊人群的需

求，更人性化一些。他说，无障碍出行大家都知道，但是信息

无障碍问题，路还很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