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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ucky八岁，乖巧懂事，
但一看到警察，就会全身哆
嗦，急急躲向平亚丽的身
后，眼里有惊恐。

这时，平亚丽会轻抚
Lucky 额头，轻声安慰，“妈
妈在，别害怕。”

Lucky 是条导盲犬，它
的“妈妈”——50 岁的平亚
丽是盲人，曾为中国赢得首
枚残奥会跳远金牌。目前
她和 Lucky 住在 北 京石景
山区。

患有先天性白内障的
平 亚 丽 ，离 开 Lucky 的 引
导，几乎寸步难行。但前几
年，Lucky 的状态并不好。
由于公交、地铁不让坐，酒
店、商场不让进，出门散步
要躲着警察，缺乏运动的
Lucky已严重“发福”。

更因曾被警察带走关
了一夜，Lucky 对所有穿制
服的警察都充满恐惧，这也
成为平亚丽的安全隐患。

黑户导盲犬

残奥冠军平亚丽曾
带 导 盲 犬 Lucky 传 递
2008年残奥会火炬，但此
后无法再为其办出行证

即使遭遇眼盲和离婚，
平亚丽仍觉得自己很Lucky
（幸运）。

在 1984 年的纽约残奥
会上，她获得盲人跳远B2级
冠军，成为中国首位残奥
会金牌得主。退役后，她
在北京石景山区创办盲人
按摩院，经艰苦打拼，生意
很红火。

更重要的是，她遇到了
生命伴侣——导盲犬Lucky。

Lucky 出现前，平亚丽
行走靠手杖。别人走 10 分
钟的路，她走40多分钟。被
电动车撞伤几次后，她尽可
能地待在屋里。平亚丽形
容那段日子，“暗无天日”。

1997 年，平亚丽 36 岁，
创办了一家简易的盲人按
摩 院 。 她 要 从 每 月 不 足
4000元的营业收入中，拿出
1000元聘请专职向导。

但向导只在工作时间
指引平亚丽，有时他会失去
耐心，平亚丽便只能摸索着
过日子。

2007 年底，Lucky 的到
来，改变了一切。“近 5 年
来，不论刮风下雨、风吹日
晒，我要去哪里它都会牵引
着我，既不耍情绪也不偷
懒；过马路保护我。我休息
时，它保持绝对安静。”

2008年北京残奥会，平
亚丽成为火炬手，她带着
Lucky完成火炬传递。平亚
丽说，“Lucky 是我的眼，是
我的爱人、朋友、孩子和永
远值得信赖的伙伴。”

奥运会结束，Lucky 这
张特殊的临时养犬证到期，
平亚丽去办证时被告知，
Lucky 属于大型犬，即便有
一般的养犬证，Lucky 也不
允许出现在地铁、公交，以
及其他公共场所。

Lucky 成为“黑户”，它
不被允许外出，平亚丽也就
没法出行。

Lucky 来 自 中 国 导 盲
犬大连训练基地（后简称
大连导盲犬基地），该基地
是中国首家官方认可，也

是国内唯一的专业导盲犬
培训基地。

如今，Lucky 和这家导
盲犬基地，都正面临着困境。

困顿的“导盲
犬之父”

公益组织大连导
盲犬基地连年入不敷
出，政府虽有补贴，创
始人王靖宇仍需卖房
维持

大连医科大学校园的
东部，两栋环形相连的灰楼
里，偶尔会传来犬吠声。一
群穿红色 T 恤、运动鞋戴着
棒球帽的年轻人，不时牵
出一条拉布拉多犬或金毛
犬，并发出“坐下、卧倒”等
指令。这里是大连导盲犬
基地。

今年 48 岁的王靖宇，
是大连导盲犬基地的主任。

他 在 2004 年 残 奥 会
上，看见一批导盲犬带着运
动员训练和比赛，便决定要
培养自己的导盲犬，以在
2008 年北京残奥会上展示
风姿。

王靖宇自掏腰包，到鞍
山、沈阳等地，挑选、购买了
近百只拉布拉多犬和金毛
犬，带回大连。在互联网
上，他自学导盲犬训练知
识，摸索着进行培训。

2006年初，王靖宇征得
大连市残疾人联合会支持，
申请挂靠其名下，成立大连
导盲犬基地。他说，他要

“为中国盲人寻一双眼睛”。
2007 年 9 月，经历十多

轮的淘汰式训练后，第一只
导盲犬顺利培训上岗。

2008年，残奥会火炬手
平亚丽牵着大连导盲犬基
地训练出来的Lucky入场。

从2007年至今，基地已
成 功 培 训 上 岗 32 只 导 盲
犬，目前在驯的导盲犬有70
多条。

但 Lucky 在 2008 年 残
奥会的亮相，并没改变基地
的生存困境。基地面临的
最大难题，是经费问题。

基地办公室主任王燕
说，每只导盲犬的培养成
本在 12 万到 15 万元之间，
这 包 括 基 地 21 名 工 作 人
员的工资、狗粮、药品，加
上办公差旅费用等。每年
基地的支出均在 130 万元
以上。

然而，由于是公益组
织 ，基 地 的 收 入 非 常 有
限。主要依靠每年几十万
到百万不等的捐款，以及
政府补贴。去年大连市首
次对基地进行财政一次性
补贴，共 96 万元，并承诺

“训练成功一只导盲犬，补
贴 6 万元”。

除此之外，基地仅有的
收入来源是网店销售钥匙
扣、体恤衫等基地纪念品，
一年收益仅数千元。

记者查阅基地 2007 年
6月到 2008年 5月的收支报
告发现，基地捐赠收入为35
万元，其他收入仅为 12000
元，亏损 40 万元；2009 年
底 ，尽 管 有 捐 款 近 130 万
元 ，仍 亏 损 近 10 万 元 。
2010年、2011年基地都亏损
了几十万元。

运营经费短缺，只有靠
王靖宇个人补贴。

“他已经卖了一套房，并
花光了存款。”王燕说，王靖
宇还在四处募捐，北京一家
公益组织，刚捐了疫苗，解决
了今年犬只的防疫问题。

王燕说，王靖宇压力很
大，曾多次说起，“不想干了，
担心撑不住。”

“帮盲人寻一双眼睛”

王鑫曾月薪2万元，
目睹母亲有导盲犬后生
活改观遂辞职成为驯犬
员，月工资1900元

“向前！”“左转！”“停！”
相同指令，王鑫每天要

重复数百遍；不论刮风下雨，
王鑫每天要带导盲犬在闹市
区行走。导盲犬每天至少要
走一小时，以适应车流、红绿
灯、鸣笛声，并学会躲避车
辆、上下台阶、绕过障碍。

这是王鑫一天的工作。
32岁的王鑫是大连导盲

犬基地的驯导员。她一人管
5 条狗，每条狗都单独训练。
一天下来，她要带着狗走5小
时，步行超过40公里。

“因为要拉着几十斤的
狗不停地走，晚上回家，双腿
像灌铅，一步都不想动，胳膊
疼得举不起筷子。”王鑫说。

在导盲犬“出师”前，这
样的训练要持续一年，而成
功几率不足 30%。因为有些
狗性格过于活泼，或有咬人
的行为，它们都会被淘汰。

王鑫当基地驯导员，源

于她的母亲。
2009 年 6 月，王鑫母亲

王晓军成为基地首批导盲犬
的使用者，与导盲犬贝贝配
对成功，建立协调关系。

“我妈妈有了贝贝后，可
以四处散心、购物，一改从前
的孤独，我想让更多盲人拥
有和我妈一样的机会。”王鑫
解释自己做导盲犬驯导员的
动机。

但王鑫的想法遭到母亲
极力反对，理由是驯导员太
脏太累，且收入微薄。王鑫
本来在外企任高管，月薪达
两万。但在她坚持下，她成
功应聘为导盲犬驯导员。

大连导盲犬基地属民间
公益组织，工作人员的薪水
低。驯犬员的基本工资为
1900 元，只有大连市人均工
资的一半。

三年来，王鑫身边的同
事换了一拨又一拨。目前基
地驯导员多数为 1986 年以
后出生、刚毕业的大学生，王
鑫是年龄最大的。她承认，
基地的工资支付不了她的日
常开支：“花的是从前的积
蓄，如果结婚，这样的收入肯
定难以养家。”

但王鑫说，每当看到自
己训练出的导盲犬上岗，“就
如同我帮盲人找到一双眼
睛，那种成就感，无可比拟。”

“迷惘、困惑，在希望中
坚持”，王鑫的微信签名如此
写着。

无处不在的障碍

各城市的交通管理

条例都禁止大型犬乘坐
公共交通，导盲犬无法
最大限度帮助盲人

导盲犬申领者完成共同
训练并通过考试后，可拿到
盖有大连市残联、市公安局、
大连导盲犬基地公章的导盲
犬上岗工作证、导盲犬使用
证与导盲犬培训毕业证。

大连市公安局的公章来
之不易。2007 年底，导盲犬
Lucky 在 大 连 闹 市 区 训 练
时，被辖区公安局养犬办，作
为无养犬证大犬查处带走，
关了一夜，准备罚没。

大连市残疾人就业管理
中心主任王荔，为此邀请市
公安局和养犬办，到基地观
摩导盲犬表演。最后不仅要
回了 Lucky，市公安局还承
诺在基地的犬证上盖章认
可。这保证了导盲犬不被公
安罚没，但它们依然不能搭
乘公共交通。

2008年4月，残疾人保障
法修订通过，规定盲人携带导
盲犬出入公共场所，应当遵守
国家相关规定，这是中国法律
首次提及“导盲犬”。

王靖宇将这一内容印成
小卡片，配着三证一起发放。

但“三证一法”的作用并
不大。“不管你有啥证，公共
设施就不让你进门，公交出
租也不让你上。”王晓军说。
大连自2007年建设无障碍通
行城市，可她带着导盲犬贝
贝出行还是四处碰壁。

平亚丽带 Lucky 在北京
坐公交车时，司机不认外省
的证。还有一次，Lucky刚把

前爪搭上公交车前门的台
阶，司机为阻止它上车，强行
关车门，夹伤Lucky的前爪。

“建议中央有关部门，早
日出台导盲犬的行业准则、
认定标准，归哪个部门管，由
哪个部门认证。不然即使基
地认定为合格的导盲犬，别
人不认也没办法。”王荔说。

2008 年，平亚丽得知将
担任北京奥运会火炬手时，
多次向北京奥组委提出，希
望能牵着 Lucky 从天安门广
场跑过，以让更多人了解导
盲犬。

但她的要求被拒绝，“这
么大一只狗，到处乱跑成何
体统，咬了人咋办。”

一个月后，平亚丽又被确
定担任残奥会火炬手。她再次
提出申请，要求带着Lucky跑
完60米传递火炬之路。

这一次，奥组委考察了
Lucky 的导盲技能后，同意
平亚丽的要求。

2008年9月6日，平亚丽
在 Lucky 的引导下，传递火
炬的画面被直播。那一刻，
体育场里的平亚丽和电视
机 前 的 王 靖 宇 都 热 泪 盈
眶，他们觉得导盲犬的“春
天来了”。

然 而 ，“ 春 天 ”并 未 到
来。奥运会结束，Lucky 的
特殊临时养犬证到期，作为
大型犬，Lucky 再也不允许
出现在北京各公共场所。

无障碍“条例”出台

今年8月1日，国家
允许盲人带犬进入公共

场所，但业内人士表示
仍有待相应细则出台

王靖宇的榜样是“台湾
导盲犬之父”陈长青。在陈
的推动下，台湾导盲犬协会
已为 6 万视障台胞培养了 32
只导盲犬。

2005年，台湾出台《合格
导盲犬导盲幼犬资格认定及
使用管理办法》，对导盲犬、
导盲犬训练师、导盲犬训练
基地的资格认证设立准则，
对导盲犬的使用和管理也有
明文细则规定。

王靖宇也希望像陈长青
那样，推动导盲犬制度在中国
发芽生根。比起西方国家，中
国的导盲犬数量还很少。

2008 年 7 月的一份统计
数字显示，全球共有2.5万只
导盲犬，其中美国 1 万只、英
国4000只、德国1100只、日本
960只；而拥有1300万视障患
者的中国大陆只有6只。

大连导盲犬基地已经吸
引近 10 万视力障碍者的申
请。以国际导盲犬普及率的
1%计算，需要量为 1000只导
盲犬。王燕说，以现在年均
出产速度，想领到一只导盲
犬排队已到了10年后。

王燕说，截至 7 月底，基
地自成立以来已经向全国无
偿捐献 31 只导盲犬，其中北
京 7 只、大连 10 只、浙江 3 只
等，“我们争取在每个省，每
个特大城市都有我们的导盲
犬上岗，这也是有利于推广
和宣传导盲犬事业。”

巨大的需求也催生了诈
骗生意。王燕说近几年出现

多起利用导盲犬基地名义卖
“假导盲犬”的事件。

目前，其他地方也陆续
成立导盲犬训练基地。上海
市残联与公安部南京警犬训
练基地合作培驯导盲犬，并
安排 18 只导盲犬上岗；山东
东营一家民营机构也到大连
基地来“拜师取经”学习培驯
导盲犬；广州导盲犬基地正
在筹划中。

姜丹是中国首位、也是
至今唯一拥有国际导盲犬驯
导师资质的驯导员。他说，
目前越来越多的导盲犬基地
令他喜忧参半。“导盲犬多了
可以造福更多盲人，但在缺
少严格的准入门槛和行业标
准时，也很容易将导盲犬这
行做滥，出现事故。”

姜丹说，大力发展导盲
犬培训行业的同时，“一定要
建立起严格的准入制度和行
业标准。”

今年 8 月 1 日，《无障碍
环境建设条例》正式施行，
该条例规定“视力残疾人”

“可携带导盲犬出入公共
场所”。平亚丽兴奋不已，
她准备将这一条例时刻随身
携带。

“再遇到不让导盲犬乘
车和进门，我就亮条例，咱终
于有法可依了。”平亚丽说。

但王荔认为，条例的规
定过于宽泛，要真正保证导
盲犬出行和搭乘公共交通的
权利，还有赖于各地和相关
部门的管理细则的出台。

□新京报记者黄玉浩
北京、大连报道

因
导盲犬训练的
专业性强、时
间长、劳动强

度大、耗资巨，加之驯
成后无偿捐献给盲人
使用，无资金回收，中
国首家导盲犬训练公
益机构——中国导盲
犬大连训练基地目前
正陷入困境。

此外，多年来相关
法规缺失，令国内导盲
犬“车难乘、门难进”，
难以对盲人提供帮助。

国际导盲犬联盟
规定，1%以上的盲人使
用导盲犬可视为导盲
犬的普及。据统计，中
国有1691万视力残疾
人员。据此计算，全国
需要16.91万只导盲犬
才可达到普及。但目
前在大陆范围内服役
的导盲犬不足50只。

今年 8 月 1 日，国
务院颁布的《无障碍环
境建设条例》正式施
行，该条例规定“视力
残疾人”可携带导盲犬
出入公共场所。导盲
犬出入公共场所终于
有法可依。但专家指
出，导盲犬发展需进一
步细化行业规则和准
入制度。

1600万中国盲人
只有50只导盲犬

国内导盲犬“车难乘”、“门难进”发展滞后，
大连导盲犬基地缺钱少人困顿中已支撑6年

大连盲人王晓军女士在导盲犬贝贝的带领下下海游泳。 A10-A11版摄影/新京报记者 郭铁流

驯导员正带领导盲犬做障碍模拟训练。

志愿者武月每周要来基地志愿服务，在驯的导盲犬见
到她都特别亲切。

大连盲人王晓军女士向记者展示每次出门必须带着
的３个证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