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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初，虹口区东长治路近商

丘路路口的地铁  号线国际客运中心4

号出口就已建成。然而，5年过去了，这一

出入口竟然还没有正式开放投入使用，这

无疑给市民出行造成诸多不便。尤其是

早晚高峰，从其他出口绕道而行，很不方

便。建议轨交方面尽快开放这一出入口，

别让它沦为“摆设”。

留言人 马先生

■ 小区里本来有老年活动室，后来

由于疫情原因关闭，但直到现在也没有开

放，老年人活动无处可去。希望小区老年

活动室能够恢复开放，给老人一方能“老

有所乐”的空间。

留言人 徐先生
■ 许多公园、绿地、广场都有喷泉设

施，如人民广场、长寿绿地、世纪公园的旱地

喷泉，广场公园、南园公园、陆家嘴中心绿地的

湖心喷泉，世博庆典广场的江边喷泉等。但

这些喷泉的开放时间在现场没有告知牌，在

网上也没有信息可查，市民游客前来观赏只

能“靠运气”，或询问现场管理人员。建议有喷

泉的广场和公园绿地放置喷泉开放的时间公

告牌，不常态开放或因故障停喷的也要告知

原因，同时能否在政府相关部门微信公众号

或“随申办”小程序里及时更新开放时间，方

便广大市民游客查询。 留言人 姜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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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民建议】
我是住在宝山区淞南八村6楼的居民。眼看着高温酷暑来

临，住在小区顶楼的居民们又将度过一个个似火烧的难熬日

子。由于小区一直没有启动过“平改坡”工程，阳光曝晒直射下，

我们就像住在“桑拿房”里一样。居民们曾多次联系过相关部

门，但心心念念的“平改坡”一直没有着落。希望相关各方能来

实地查看，早日改善我们的居住环境。

市民 陈先生

【调查研究】
5月29日，记者来到淞南八村实地调查。当天下午2时许，申

城气温攀升至36.6℃，打破了上海百年来的5月气温最高纪录。

淞南八村的房型为一梯二户，6楼为顶楼。下午2时30分，

记者跟随陈先生爬上6楼时，已是汗流浃背、气喘吁吁。陈先生

打开家门后，一股热气扑面而来。“我今年70多岁了，身体一直

不是很好，有高血压和心脏病……”说着，陈先生打开了电风扇，

然而吹出的也是阵阵热风，房间内依旧闷热难耐。

陈先生坐定后，脸上的汗水直往下淌，他不停地喘着粗气

说：“我前两天刚测量过，一到下午，客厅里的温度可以达到40℃

以上！这么多年来，每到夏天，我的心跳就会不由自主地加快。

去年就特别热，今天我看新闻，气温又‘破纪录’了。”陈先生告诉

记者，小区里有40多幢居民楼，只有10多幢改造了屋顶，剩下的

都只靠水泥板来隔热。2021年，小区曾大修过一次，但是，顶楼

居民们日思夜盼的“平改坡”并没有实现。“我们东奔西走，始终

没有一个明确的结果。”这两年，顶楼居民们的最大心愿，就是能

够改造屋顶，让他们能过上安生日子。

随后，陈先生借来一把梯子，与记者一道爬上居民楼的屋

顶。还没站稳，记者整个人顿时被阵阵热浪包裹。顶着大太阳

踩在水泥板上，能够明显感受到脚底下方传来的高温，而楼下屋

子里的“煎熬”更是可想而知。

【解决方案】
记者与淞南物业管理处取得联系，一名相关负责人赶到现

场后回应，居民们所反映的问题属实，物业已在研究解决办法，

下一步将通过召开业主大会的方式，在经过征询后，通过动用维

修基金的方式来推动“平改坡”工程。而小区业委会的相关负责

人也当场承诺，会依托居民自治的模式，大家的事大家商量着

办，在共建共治共享中，共同解决问题。

记者又向宝山区淞南镇转达了居民们的建议。截至发稿

时，淞南镇城市建设管理事务中心在实地走访和情况核实后，发

来了回复。

淞南八村总计有42栋房屋，建筑面积15.8万平方米。其

中，18栋居民楼在开发建设时就有坡。2021年，小区完成老旧

小区综合修缮。考虑到现状、业主匹配资金、确保日常养护资

金，以及当年整体项目额度等综合因素，当时采取的是“有坡的

连坡一起修缮，没坡的则是‘平改平’修缮”的策略。

这位负责人表示，住在顶楼的居民们期盼“平改坡”的心情都

能理解。“对此，我们会予以高度重视，等修缮年限、匹配资金和修

缮额度等条件具备后，将再安排修缮改造。” 本报记者 徐驰

【市民建议】
浦东新区南码头路浦东南路附近老旧小区较多，停车位

十分紧张，为缓解停车难问题，有关部门在南码头路（塘南路

至沂南路段）路边划设了  多个公共停车位，可供停车时间为

  :  —次日7:  以及周末、节假日全天，但不少车主工作日白

天也有停车需求，希望这些车位能全天开放，后续可采取日间

收费加夜间免费的模式进行管理。

市民 白先生

【调查研究】
记者现场调查发现，这段南码头路全长约500米，南起浦东

南路，北至世博大道，为双向两车道，东西侧还各有一条非机动车

道。沿路大多是上世纪九十年代建造的老小区，自带的停车位屈

指可数，此时都已停满车辆。过了沂南路口，只见南码头路东侧的非

机动车道内，用白线依次划出了14个车位，车位前均标有“18:00—次

日7:00”的字样。继续北行，穿过东三里桥路，路边又是14个车位一字

排开，一旁竖有限时停车标识牌，上面写着“18:00—次日7:00、周

六日及国定假日全天”。虽然没到规定的停放时间，但路边已有

七八辆车提前进驻，其中一辆还被贴了罚单。

记者随后走到马路对面的西三小区了解情况。说起停车问

题，保安陈师傅也是一筹莫展，“我们小区近400户居民，可停车位

只有40个，车位比将近10∶1，缺口实在太大了！”陈师傅说，周边其

他小区也是“同病相怜”，尤其到了晚上，居民下班回家，车位更是

“一位难求”，许多车主被拒之门外，只能自寻出路。大约两年前，有

关部门考虑到居民停车困难，在南码头路上划出一排限时车位，帮

部分车主解了燃眉之急，但毕竟数量有限，而且工作日仅可夜间停

放，如果白天有人来办事或访友，车辆依然无处“落脚”。

和陈师傅聊完走出小区，刚好晚上6点，但路边的空车位已

经瞬间“秒光”，不少车主都是掐着时间赶来占位。好在南码头

路东侧的非机动车道有近4米宽，车辆停靠后，旁边仍有1米多

的路面可供非机动车通行，现场交通还算平稳有序。

【解决方案】
记者首先致电南码头路街道，综合事务办公室相关负责人

介绍，南码头路沿线多为老小区，车位数先天不足，各部门正在

想方设法、因地制宜破解这一难题。街道一方面“做好增量”，比

如在南码头路、沂南路、塘南路上新划停车位，从源头增加供给；

另一方面“盘活存量”，倡导辖区内企业、医院等机构和周边小区

资源共享，错峰停车，比如东三里桥路上的数字产业园和东方城

市花园、浦南医院和临沂五村就结对互助，白天小区如有车位空

出，就让企业、医院员工停放；下班了，公司车位再供小区居民使

用。这些举措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停车矛盾，得到了居民们的

认可。至于南码头路上的停车位能否解除时限、全天开放，可能

还需要交警部门进一步评估，关键看会不会影响道路正常通行。

记者又联系浦东交警支队，说明事情原委，并转达了市民的建

议。属地交警二大队立刻会同南码头路街道前往现场实地踏勘，

初步决定将停车时间调整为除早高峰（7:00至9:00）外，都允许

停车。交警部门将和街道加强沟通，在确保交通安全顺畅的前

提下，努力拓展停车资源，为居民解忧纾困。 本报记者 房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