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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应贯穿两区的道路，却被两

堵围墙和一条河硬生生“拆散”，成
了隔河相望的“断头路”。两边的居

民看似咫尺之遥，但要去到对面却
要兜兜转转绕行 1公里。近日，市民

孟先生向本报反映，位于宝山和杨

浦交界处的民府路，“断头”多年，严
重影响周边居民出行。

围墙阻隔道路断头
接到反映后，记者来到宝山区

的这条民府路，该路段西起国权北
路口，向东延伸约 50米后，就被一

道 2米多高的围墙拦腰截断。“墙后
面有条河，也是宝山和杨浦的分界
河，对岸就是杨浦区的民府路，但两

边一直没打通，我们要过去还得绕

个大圈！”孟先生所住的小区就在宝
山段民府路南侧，紧邻河边，记者随

后来到他家中，从高处俯瞰，终于窥
得两岸全貌：只见围墙东侧确有一

条小河，河面上铺设了一座类似水
泥平台的过河通道，上面还堆放着

许多建筑材料和施工车辆；而通道

那头，同样有一堵围墙拦阻，杨浦区
的民府路至此也戛然而止。据孟先

生介绍，他家门口的民府路因为路
很短，又断头，此前并没有路名。大

约三年前，宝山区相关部门在拓宽
国权北路时，也对这条无名路进行

了整修，随后还在路边竖起了路牌，

路名就叫“民府路”，“当时听工人
说，这条路将来会和杨浦那边打通，

可几年过去仍毫无进展”。

绕路费时出行不便
孟先生说，断头的民府路，给宝

山、杨浦两边的居民出行都带来很

大不便。对宝山这边居民来说，要去
杨浦乘坐地铁 10号线，只能从南面

的政立路或北面的殷高东路绕行至

淞沪路，全程约 2.2公里，但如果名
府路打通，便能一路直抵地铁站，距

离不到 1公里。
同样，一河之隔的杨浦区居民

也不省心，家住河对岸保利维拉家
园的王先生说，宝山段民府路附近

有许多小菜场和超市，如能直穿过

来，走路也就三四分钟，但如今他们
需要绕行 1公里。

更令人哭笑不得的是，断头路
让导航软件也犯起了迷糊，经常有

司机按照导航提示，想从民府路直
接过河，可到了河边才发现“此路不

通”，只能掉头。
孟先生曾多次向 12345市民服

务热线反映，希望尽快打通民府路，

后来杨浦区建管委回复称，杨浦区

也有此规划，并已开展前期准备工
作，但宝山段还不满足架桥施工条

件，因此工程搁浅。他就此询问宝山
区建管委，对方只是说在积极规划

和推进中，但没有明确时间表，“周
边的三门路和殷高东路原先也是断

头路，但这两年都相继打通了，民府

路还要等多久呢？”

制订方案分步打通
记者致电宝山区建管委，相关

负责人介绍说，民府路为杨浦、宝山

区区对接规划道路，以经一河西岸
为界，以东含河道为杨浦区范围，以

西为宝山区范围。民府路规划道路
红线宽度为 24米，其中杨浦段（淞

沪路-区界）已实施至经一河东岸，

并以临时箱涵形式跨越经一河，临
时箱涵上方为道路施工单位临时堆

放物料场地。宝山段因受南北两侧
多层住宅限制，现宽度约为 16米，

短期内难以按照规划道路红线宽
度、放坡要求建设民府路桥，而临时

箱涵是施工期间贯通水系的临时措

施，不具备通行安全性。
但考虑到两边居民都有便利往

来的需求，他们已会同杨浦区建管委
开展区区对接民府路技术方案研究，

目前初步考虑，以先满足行人和非机
动车出行为条件，打通民府路跨河通

道，采用分幅建设桥梁的形式，力求
尽快形成近远结合、经济合规、通行

安全的实施方案。 本报记者 房浩

两岸各有围墙阻隔，小河成了相邻两区的“天堑”

民府路隔水相望 居民出行兜圈子

    共享单车，乱停乱放，市民投诉

一大波。平台出招，收“违停费”，没
想到吐槽又是一大波。定位不准，非

机动车停放区停车连连被罚，扣罚
太高，最多要罚 20元，三次四次年

费扣光。一头是城市的干净有序，一
头是百姓的消费权益，多方共治，何

时能有更优解。

“禁停区”令人费解
市民小鲁反映，近些日子，他和

往常一样，回家后将哈啰单车停在

了延长西路 220弄附近的非机动车
停放区。但不久，就收到短信提醒：

违规在城市禁停区内停车，再次违
停将收取“调度费”2元。停在非机

动车停放区，为何要算“违停”？没当

一回事的小鲁再次“违停”，真的被
扣罚了 2元。

冯女士是美团单车年卡用户，

最近连续遭遇 4次“违停”：第一次

警告，第二次罚款 5元，第三次罚款
20元，第四次罚款 20元。单车年费

不过 100元，这样罚款是不是太狠
点了？“我是医生，平时很仔细，每次

把车都停在非机动车停放区。”冯女
士和女儿仔细研究了单车 App，发

现共享单车地图上，确实有不少“非
机动车停放区”被标成了灰色的“禁

停区”。

非机动车停放区为何成了共享

单车的“禁停区”？记者实地走访，在
铁路上海站，发现“禁停区”范围内

确有“非机动车停放区”，但开锁关
锁时，App都会有收取“违停费”的

提醒。而在人口密集的甘泉新村，大
片区域被共享单车划定为“禁停

区”。因为害怕被收取“违停费”，不

少市民只能“舍近求远”，小区门口
大量的非机动车停放区是空空荡

荡。这片区域内，还存在哈啰单车停
放区却成了美团单车“禁停区”的问

题，如不打开 App 确认，用户很容
易被收取违停管理费。

记者联系哈啰单车和美团单

车，相关工作人员告知：“禁停区”设
计的逻辑主要是配合政府相关部门

道路交通管理的需要，还有部分区
域存在运营高风险，如共享单车在

这一区域经常被破坏，也会被设置
为“禁停区”。有的“非机动车停放

区”是新划定的，不排除没有及时更

新的可能。

GPS定位会“跑偏”
市民王女士将美团单车停在交

通路宜川路口划定的停车区域内，

但美团单车 App 却将其定位在中
山北路的高架路上，被要求 12小时

内支付 20元“违停费”。王女士想申
诉，可是又碰上了大麻烦，App内找

不到客服电话，只能被“老老实实”

扣了款。而冯女士在 4次“违停”中，
也曾遭遇过停放定位显示在马路中

央的问题。
共享单车 App能精准定位吗？

本报记者从业内人士处了解到：目
前，共享单车行业普遍存在 GPS定

位漂移等信号问题引起的定位难

题。越是空旷的地方越精准，建筑物
越密集越容易有误差，从几米甚至

到几十米。
记者又与哈啰单车相关负责人

取得联系，对方表示：收取违停“调
度费”是为了治理共享单车乱停放

的问题，收费不是目的，第一次警
告后，每次违停收取 2 元；如将车

辆骑出运营区，则扣费 12 元至 20

元（按超出距离计算），但用户只

需将运营区外任一辆单车骑至运

营区内，就会返还用户超区的这笔
费用。为解决 GPS定位误差问题，

哈啰单车已在奉贤区奉浦街道上
线试点蓝牙道钉技术，定位误差不

足 1米。

收费标准应统一
“非机动车停放区”被划入“禁

停区”，不仅浪费了大量的社会资

源，更造成了许多用户的“被违停”，
莫名其妙就被“扣了钱”。对此，市民

建议：相关部门应协调共享单车企

业，确定统一的停车区域，政府部

门划定的“非机动车停放区”应精

确纳入“停放区”；对于新划定的“非
机动车停放区”，系统应及时更新。

同时，还应不断提升 GPS的精准定
位能力。

骑一次单车 2元左右，而“违停
费”要收 2元、5 元，甚至 20 元，收

费标准是什么？钱都用哪了？共享单
车企业给出的说法是：这笔费用是

以“管理费”和“调度费”的名义收取
的。基本用于共享单车的日常维护、

运营管理等。收费标准不统一，收费
去向不明确，错收费申诉无门⋯⋯

这一连串的问题，又该如何解决？对
此，市民建议：相关部门应加强共享

单车企业收取“违停费”的统一标准
管理，收费去向应予公示；共享单车

企业应增加扣费申诉渠道，App 内
明显位置应标明客服电话和申诉入

口；增加罚金返还机制，鼓励用户将
“禁停区”单车放回停车区内，让市

民安心出行、安心停车。
本报记者 王军

平台定位不准，违规扣罚过高，收费标准不统一

共享单车“违停费”说扣就扣
民声台

您说事 我调查

    日前，我经过一小区门口，见

一老者正拿着一瓶消毒药水对着
一辆加了锁的共享单车喷洒。我

上前夸赞道：“老先生真讲究！”对

方说：没办法，为防新冠病毒，必

须当心点。”我问：“为啥还要给这
辆单车加把锁呢？这不成独享了

吗？”对方：“疫情期间，一辆车你
骑我骑的不卫生，只能这样操作

了⋯⋯” 魏诗佩 文 孙绍波 图

和事佬
面对面 调一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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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 我和尚海整装公司签订
了一份装修协议。没想到，本该去年

就完工的装修工程， 工期却一拖再
拖，始终未完成。对方还提出所谓的

“尾款”未结，迟迟不结束，严重影响

了我的搬家计划。

市民 柏先生

【本报调解】

柏先生告诉记者，去年，他和尚
海整装公司签订了一份装修合同。

原本，预计整个工程能够在去年就
完工。然而，直到现在，装修依旧“留

尾巴”。

近日，记者前往柏先生家，在柏
先生的引导下，记者看到，厨房间料

理台的墙面上，出现几处明显开裂；

客厅里的对讲系统也没有安装，墙
上留着一个大窟窿；在一些房间内，

窗框上的贴纸甚至也未撕去。
“这能够算是完工了么？”柏先

生气愤地说。原先，他都按照合同约
定的时间节点，分批支付工程款。如

今，绝大部分的款项早已结清，对方
却没有拿出很好的装修质量。

更让柏先生难以理解的是，工
程临近结束时，装修负责人表示，需

要他支付“吊顶和墙面”“窗户”“顶
面防水漏斗”等名义的共计近 5万

元“尾款”。
记者联系了负责柏先生装修事

宜的尚海整装方面的设计师董先

生。他表示，柏先生家的装修工程实
际已经完工，不过，如果柏先生提出

需要修补，公司也可以提供相应的

服务。他说：“柏先生可以来我们公
司总部，我们可以坐下来商量。”

随后，尚海整装工程部经理

也来到现场，他表示会尽快拟定
计划，将柏先生家未完善的装潢

细节修好补好。至于柏先生对
“尾款”提出异议，则是一些诸如

水、电、煤等装潢公司无法施工的
项目，需他本人跟合同外的施工

方协商解决。

柏先生希望对方能够拿出诚
意，尽快了却他这桩心事，让他能够

早日入住，安享晚年。
本报记者 徐驰 王新华

装修工程“留尾巴”工期一拖再拖
经本报协调，装潢公司答应尽快完善细节

“讲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