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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移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发展，
我国地理空间数据与智能网联汽车产业加快
融合。

自然资源部地理信息管理司司长李永春23
日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说，目前导航电子地图
深度融入百姓生活。随着移动互联网、大数据、
人工智能发展，导航电子地图产品模式、内容也
在发生着诸多变化。自动驾驶地图、智能汽车
基础地图是一种新型导航电子地图，在位置精
度、要素内容、更新频率、应用场景等方面有新
要求。作为数实融合的重要内容，基于时空大
数据，我国地理空间数据与智能网联汽车产业
加快融合。

政策保障上，2020年自然资源部会同有关
部门联合印发《智能汽车创新发展战略》，对智
能汽车基础地图做出规划；2022年印发《关于
促进智能网联汽车发展维护测绘地理信息安
全的通知》；2023年印发《公开地图内容表示规
范》等。

试点实践上，2019年自然资源部会同工业
和信息化部支持北京在亦庄开展自动驾驶地图
测试区建设；2022年支持指导北京、上海、广州、
深圳、杭州、重庆 6个城市开展智能网联汽车高

精度地图应用试点。
地图审核上，自然资源部先后经过安全评

估、制定审查规范、实施行政许可等，促进面向
高速公路、城市快速路的高级辅助驾驶地图产
品的投产，2023年全面放开普通道路高级辅助
驾驶地图应用。

技术研发上，针对自动驾驶需求，组织优化
升级地图保密处理技术和相关插件；组织实施
基于国产密码的数字化测绘体系安全技术改造
示范工程，专项推进解决自动驾驶地图采集、传
输和在线更新等环节安全问题。

标准研制上，自然资源部印发《智能汽车基
础地图标准体系建设指南（2023版）》，对智能汽
车基础地图标准体系做出建设规划，目前正按
第一阶段工作目标推动相关重点工作。

李永春说，通过上述工作，在坚守安全底线
同时，进一步释放了地理信息潜能，促进了自动
驾驶地图应用。接下来，自然资源部将继续改
革完善政策制度、推动试点试验、改进监管方
式、加大技术研发力度、加快标准研制，相信不
久的将来会有更多自动驾驶地图产品走进公众
生活。 （王立彬）

本版稿件均据新华社

无障碍环境建设法明确，国务院有关部门
应当完善药品标签、说明书的管理规范，要求药
品生产经营者提供语音、大字、盲文、电子等无
障碍格式版本的标签、说明书。国家鼓励其他
商品的生产经营者提供语音、大字、盲文、电子
等无障碍格式版本的标签、说明书，方便残疾
人、老年人识别和使用。

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社会法室主任石宏
介绍，在立法过程中，考虑到药品说明书上的字
如果太小，阅读不方便，老年人和残疾人误读
了，可能会对生命健康造成极大威胁，因此将药
品和其他商品进行了区别要求。药品说明书原
则上需要提供纸质的大字版，但考虑到药品说
明书比较长，提供全文纸质大字版在实际操作
中比较困难，因此可以通过扫描方式提供电子
说明书等。

“法条中规定的‘其他商品’范围很宽，除
了药品之外的商品都在这个范围内，比如和残
疾人、老年人生活相关的食品、保健品等。”石
宏说。

近年来，包括智能手机、互联网应用在内的

数字化服务，为很多人的生活带来极大便利，却
给一些残疾人、老年人带来了“不会用、不好用”
的困扰。

无障碍环境建设法规定，国家鼓励新闻资
讯、社交通讯、生活购物、医疗健康、金融服务、
学习教育、交通出行等领域的互联网网站、移动
互联网应用程序，逐步符合无障碍网站设计标
准和国家信息无障碍标准。

工业和信息化部信息通信管理局副局长
邵道新表示，目前已采取一系列举措，推动
1735家残疾人、老年人常用的网站和手机App
完成适老化和无障碍改造。一些地图类 App
推出无障碍导航功能，可以帮助残疾人尽量避
开台阶、陡坡等障碍物；一些出行类的 App上
线“一键叫车”功能，便于老年人独自外出时
打车。

“下一步，工业和信息化部将深入一线开展
专项调研，进一步摸清不同年龄、不同地区、不
同生活背景残疾人和老年人在使用互联网过程
中遇到的困难，指导相关单位采取有针对性的
改造升级措施。”邵道新说。

一些城镇老旧小区楼房由于没有电梯，造
成残疾人、老年人上下楼困难，严重影响其生活
质量。

无障碍环境建设法明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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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城市建设司副司长
刘李峰表示，当前既有建筑加装电梯工作
进展顺利，2018 年至 2022 年累计加装电梯
8.2 万部。截至 7 月底，今年已完成加装 1.8
万部。

刘李峰表示，既有住宅加装电梯目前仍存
在加装电梯高低楼层的居民形成共识难、资金
筹措难等问题，有待进一步破解。此外，还需严
控增量，对七层以上住宅要求加装电梯的相关
规范进行修改。

无障碍环境建设法对人才培养作了专门
规定，明确国家建立无障碍环境建设相关领域
人才培养机制，并特别提出国家鼓励高等学
校、中等职业学校等开设无障碍环境建设相关
专业和课程；建筑、交通运输、计算机科学与技
术等相关学科专业应当增加无障碍环境建设
的教学和实践内容，相关领域职业资格、继续
教育以及其他培训的考试内容应当包括无障
碍环境建设知识。

中国残疾人联合会维权部主任周建表示，
为主动适应无障碍环境建设需要，近些年国内
一些科研院所、高校、学术团体等开始优化专业
设置，加大课程建设力度。

“随着无障碍环境建设法的贯彻实施，对无
障碍专业人才的需求比以往任何时期都更加迫
切。”周建表示，下一步，中国残联将推动教育、
科技等相关部门采取更有效的措施支持和鼓励
无障碍人才培养，如鼓励专家学者编写无障碍
相关领域的教材、推动更多有条件的高校开设
无障碍专业等。

（高蕾）

如何更好以法治护航无障碍环境建设？
——解读即将施行的无障碍环境建设法

我国地理空间数据与智能汽车业加快融合

8月22日，在扬州市图书馆，江苏省雕版工
艺美术大师沈树华在“古籍里的扬州运河文化”
市集上为市民展示雕刻技艺。

8月22日，“江流万古 文润千年——2023年
中华传统晒书活动启动仪式”在扬州市图书馆
举办，各地活动将于8月陆续在全国开展。

我国自古就有晒书、曝书习俗。从2019年
开始，国家古籍保护中心连续四年在全国范围
内推出中华传统晒书系列活动，数百家单位晒
出珍贵古籍近千种，形成浓郁的书香氛围。

柳文惠摄

2023年中华传统晒书活动启动

无障碍环境建设法将于 2023 年 9月 1日起施行。这是我国首次就无障碍环境

建设制定专门性法律。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 8月 22 日举行集体采访，对这部法

律进行解读。

药品生产经营者需提供
无障碍格式版本说明书

帮助残疾人、老年人破解
数字化服务“不会用、不好用”困难

助力破解老年人、残疾人上下楼难题

推动完善人才培养机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