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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推信息无障碍
视障人群可读屏打车

此前，滴滴曾推出了“无障
碍专车”，并持续优化App信息
无障碍功能，盲人群体可以通
过语音读屏顺利打到车。保障
特殊人群出行无障碍，是滴滴
一直以来的目标和使命。

除了信息无障碍，滴滴在去
年9月份还上线了“无障碍出行
服务”，首期面向导盲犬用户开
展服务，帮助携带认证导盲犬的
乘客可以找到车、不被拒载、顺
利完成出行。截至目前，这项服
务已经覆盖全国74个城市。

为了确保全国范围内所有
携带导盲犬的用户都可以顺利
乘车，滴滴已经与全国多家导
盲犬基地合作。同时，滴滴会
针对这些用户进行优先派单，并
通过语音播报和短信等形式，提
醒司机为携带导盲犬乘客、视障
乘客提供必要的帮助。

180万名滴滴司机
完成无障碍服务认证

截至目前，已有超过180万

名滴滴司机师傅完成了“无障
碍服务”认证，认证后的司机
须承诺不拒载携带导盲犬的乘
客，并为他们提供力所能及的
协助。司机在服务导盲犬用户
后，会获得荣誉勋章以及每单
10元的额外奖励。

导盲犬是工作犬，盲人携
带导盲犬可按照国家有关规定
乘坐公共交通工具。

此次滴滴与中国盲协签订
战略框架协议，将进一步推动

“无障碍出行服务”从导盲犬用
户延伸至更广泛的视障群体。

未来将覆盖到
听障、肢体残障等更多群体

中国盲协主席李庆忠表
示，国家非常重视无障碍环境
建设，安全、顺利出行是视障
人士工作、学习和参与其他社
会活动的前提条件。“期待滴滴
出行的模式，能切实为视障人
士提供更精准、更贴合需要的
服务，也希望滴滴积累的经验
能推广给更多的企业。”

滴滴企业社会责任负责人
罗真真表示，滴滴率先打通了
网约车行业无障 碍 服 务 全 环
节，未来将持续听取社会各
界的意见，将无障碍出行服

务逐步扩展到听障、肢体残
障等更多群体。与此同时，
滴滴深知司机师傅们在日常
工作中的辛苦，希望能有更
多的司机师傅在忙碌的工作
中，为更多有出行需求的残
障人士提供服务。

用科技出行践行社会责任
滴滴不只是商业平台

企业规模越来越大的滴滴
担负着更重的社会责任，它不
完全是一个商业平台，还具有
社会属性。每一辆滴滴网约车
的背后都是一个家庭，而每一
个订单面临的都是不同需求的
用户。

保障特殊人群出行无障
碍，是滴滴一直以来的目标和
使命。当穿越全周期来看，社会
赋予了滴滴更大的社会责任。

疫情防控期间，滴滴在武
汉、北京等15个城市成立医护保
障车队，免费接送近4万名医务工
作者，行驶总里程超过1500万公
里。

作为目前全球超大的灵活
就业平台之一，数据显示滴滴平

台带动了近2000万个就业机会，
推出的“橙意”促就业计划，致力
于帮助更多人群通过平台实现
灵活就业。

滴滴公开的“司机醉酒驾车
检测方法及系统、数据处理方法
与服务器”专利，可实现不停车
查酒驾，进而降低司机酒驾概
率。

滴滴“橙果计划”去年共有
7000多个司机家庭参与，多维度
支持司机子女教育发展，共有
2007个司机子女考上大学，其中
240余名“橙果”家庭考生被985
高校录取，370余名被211高校录
取。

企业的温度、态度和社会责

任感是立身之本。一方面承担社
会责任，一方面才能走得更远。

作为头部平台，滴滴也正用
科技的力量承担着老百姓出行
的重任。以恢复运营后的滴滴顺
风车为例，为了保障乘客安全，
滴滴推出了400多项安全手段，
迭代了12个版本，优化了226项功
能。用滴滴柳青的话来说，“在安
全问题上，不开玩笑。”

这是一个平台自上而下的
态度，遇到问题不回避，展望
未来充满热血。用先进的科技
和服务理念，解决人们的出行
问题，解决路上的焦虑，解决
越来越紧张匮乏的资源问题，
这正是滴滴存在的意义。

推行无障碍出行 滴滴这波操作很暖心
近日，滴滴出行与中国盲人协会签订战略框架协议，致力于进一步推动视障人群的

“无障碍出行服务”。截至目前，已有超过180万名滴滴司机师傅完成了“无障碍服务”认
证。有网友评价滴滴的这波操作很暖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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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梦想才是真“残疾”
身残志坚但“勇”不低头

初见王勇，乐观的心态、积极的态度给
记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他身上似乎感受
不到任何成长磨难留下的印记。但办公桌旁
摆放的双拐，浓密头发中夹杂的几丝白发却
似乎在“讲述”着王勇那段坎坷的经历。

1980年9月，王勇出生在菏泽市单县一
个普通农民家庭。就在全家沉浸在喜悦幸
福中时，不幸悄悄来临，8个月的时候王勇
患上了小儿麻痹症。几经周折，命虽然保住
了，却留下了终身的烙印——— 双腿失去了
大部分的运动功能。

好强又自强的王勇没有被命运扼住喉
咙，从小学到初中再到高中，他成绩一直名
列前茅。1998年9月，王勇又以优异的成绩
考上了山东中医药大学。“学医一直是我的
梦想。我希望能学到真本事改变自己的身
体状态，也希望凭借自身能力帮助更多
人。”就这样，王勇拄着一副双拐在学医路
上跌跌撞撞，还考取了母校的硕士研究生，
攻读中医药文献专业。

毕业后，虽然因为身体的原因，王勇无
法做一名临床医生，但他却从未放弃医学梦
想。2006年，王勇在老师的推荐下进入一家
医学杂志社做编辑。2009年，王勇又辞去工
作，东拼西凑地借来了3万块钱，开启自主创
业之路，并最终创立了山东麦德森文化传媒
有限公司。经过十多年的发展，现在的麦德
森从初期的单枪匹马发展到如今集纳300余
人，包括残疾职工50余人；从名不见经传的
小作坊变成历下辖区内一大荣获各种社会

荣誉的“守合同重信用企业”。
“刚开始创业是在环山路南头，后来搬

到经十路，我工作和生活的地方都在历下，
历下对我的支持非常大，用句诗来说就是
不辞长作历下人、泉城人。”在追梦路上，王
勇从未把自己当成残疾人，他坚信身体上
的残缺并不可怕，丧失直面生活的勇气、没
有梦想才是真“残疾”。

帮更多残疾兄弟姐妹圆梦
尽己所能创造价值回馈社会

在创业的道路上实现个人价值、社会价
值，为残疾人兄弟姐妹圆梦谋福利，这一直
是王勇挂在心头的大事。

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为帮助更多

残疾人兄弟姐妹，王勇专门为残疾人设立就
业岗位，每年助残日都召开专场招聘会。截
至目前，已开展各类残疾人专场招聘会20余
场，累计为300名残疾人提供就业培训机会。
无论是公开招聘还是福利待遇，“残疾人优
先”的原则都被写进公司的各项规章制度。

除了为残疾人兄弟姐妹提供就业岗
位，王勇还积极倡导“文化助残，精神扶贫”
的理念，在公司多次举办残疾人书画艺术
培训，成立“艺盟苑”公益书法美术培训班，
还通过励志演讲、文艺演出、公益培训等形
式，组织近百场助残活动，为残疾人提供展
示舞台。在工作学习之余，王勇还来到企业
驻地历下区等多个地方，分享自己的故事，
坚持做报告100多场，数万人被他的精神所
鼓舞激励。

热心公益传递温暖
努力将中医药文化推向世界

除了把残疾人兄弟姐妹放在心上，王
勇还热心公益。从2012年向安安特殊教育
学校助学开始，王勇通过成立扶残助学基
金、捐赠学习机、书籍、爱心物资等形式参
与公益活动，到2020年累计总捐资捐物上
千万元。他还跟每一个被资助的孩子都签
订了《爱心协议》，要求他们学有所成时，一
定要积极回馈社会，将爱传递下去。

中医药专业出身的王勇，也一直关注
着中医药事业的传承和发展。2015年，屠呦
呦获得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其中一个
小细节深深触动到了王勇，也让他有了一
个大胆的想法：能否将中国从秦汉至民国
期间所有中医药典籍进行数字化加工？

有了这个想法，王勇随即组建了“搜搜
中医”团队，利用“互联网＋大数据”技术，历
时6年研发出国内首个基于医学文献检索应
用的“博览医书——— 中医药大数据平台”，被
列为“新闻出版改革发展项目库入库项目”。
目前该项目已更新到3 . 0版本，产生了良好
的社会效益，下一步将深度开发，力争将中
医药文化推向世界。

站在经十路北侧的办公楼内，王勇看
着窗外，回忆创业的点点滴滴。“我从1998
年来济南，到现在已经是23年了，很感谢陪
伴我一路过来的兄弟姐妹们，济南已成为
我的第二个家乡。”

当再提到梦想，王勇坚定地说道，希望
自己可以继续用大爱温暖身边的人，希望
在济南的泉城名片的基础上，再加上一个
中医药名片，让泉城老百姓都爱上中医，在
泉城济南形成中医药的高地。

帮更多残疾人圆梦 尽己所能回馈社会

王勇：用大爱温暖身边的每一个人
他是一位残疾人士，但从不向困难低头，拄着双拐一路追梦前行；他是一名普通企业家，但勇于担当奉献，积极回馈社社

会，帮众多残疾兄弟姐妹圆梦；他是工作生活在济南历下的一位普通市民，但一直关注中医药事业的传承和发展，努力力将中
医药文化推向世界。他就是山东麦德森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党支部书记王勇，荣获全国自强模范、中国青年五四奖章等多多项
荣誉称号，多年来坚持用实际行动温暖身边的每个人，让大爱撒播在泉城的每个角落。④

王勇在集团首个“博士学堂”启动仪式上，和当地孩子们学习交流。(资料片） 受访者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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