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工人修剪树枝后，街边树木不再遮挡路牌 本报记者 王凯 实习生 姚舒鹏 摄

上午处置

现场访谈

“热线”两头热 为民有作为为民解忧
    杨浦区余女士： 开鲁二村 3号门口堆

放大量建筑垃圾和生活垃圾，导致 8月 10

日晚下暴雨后下水道堵塞。

崇明区徐女士： 港沿镇洋滨村 7 组

753号、729号有违法建筑，影响居民生活。

长宁区傅先生： 古北路兴义路附近道

路夜间施工，噪声扰民。

虹口区刘先生： 宝山路 623号通道上

有圆形井盖经常翘起，多次绊倒路人。

杨浦区高先生：顺平路 1260弄 3号小

区许多电梯存在故障。

金山区刘先生： 亭林镇林吉路 833弄
22栋 2503-2505，每天 17时至次日 2时做

烧烤生意，跨门占道经营。

志愿者 金彦彤 陈蕾 整理

    “您好，这里是上海市绿化市容服务热

线，很高兴为您服务。”
“您的诉求已经处理完毕，您能满意我们

很高兴，感谢您的理解与支持，祝您生活愉
快，再见。”

我是上海绿化市容热线的一名工作人
员，每天重复着同样的话，处理着不一样的

事，践行着“为民解忧”的使命。“一条热线两

头热”，是我多年来的工作体会。
绿化市容服务热线，接听、处理着绿化、

市容、环卫和林业等条线的投诉。市区两级组
织共 40多个接口，要求 24小时内与投诉人

联系、5个工作日内给出回复、疑难杂症问题
15天解决，这对我们“热线人”提出了很高的

要求。热线每年接听 5万件诉件，我深感使命

神圣、责任重大。

这条热线，把我和市民的诉求连在一
起，市民的呼唤便是对我的召唤。还记得，绿

舟路 58弄小区围墙外有很多杉树，落叶飘

进阳台后，天沟容易堵塞，雨水就会变成“洪
水”，让居民烦恼无奈。在现场，我们发现杉树

紧挨小区电子围栏，若修剪不当，极有可能造
成设备损坏，于是与镇管理部门、绿化作业

单位，以及小区物业、居委会等现场协调，制
定整改方案，并从政策规定、作业标准、操作

规范等方面，向市民作了详细解释，妥善解

决了问题。
热线牵出的问题，有时候是棘手的，但我

们不能退缩，必须迎难而上。比如，闸航公路浦
星公路一个开放式绿地内，市民投诉称有设

施损坏、公厕建成未开放等问题。我们立即联

系有关部门到场，研究制定整改方案。然而后
续跟踪时，我们发现截污纳管工程额外耗时，

影响进度，就又联系各方进一步解决了问题。
今年夏令热线期间，有市民反映平阳路、

古美路的路灯昏暗，夜间通行存在安全隐患。
我们第一时间赶到现场，发现行道树的部分

枝条可能存在遮挡，而且附近还有高压线，便

立即联系电力管理部门，通过“登高作业车”
完成了“疏枝”作业，从根本上解决了问题。

从事热线工作，我们与电力、市政、消防、
城管等多个部门要保持默契。平时经常需要

“走一线、跑现场”，与市民“面对面”、与问题
“硬碰硬”，这样才能真正做好“为民服务”。

上海市绿化和市容管理局行政服务中心 张平

市绿化和市容管理局局长邓建平上午走进新民晚报夏令热线

将上海打造为“公园中的城市”
“五级”城乡公园体系、400 座遍布全城的

公园、见缝插“绿”的微小绿化、绵延 1000 公里
的璀璨绿道、约 3 万亩的“可穿行绿洲”……在
上海，贯穿于城市发展中的生态建设，正日益让
百姓享受“绿色福利”。
今天上午，上海市绿化和市容管理局局长邓

建平做客新民晚报夏令热线。在接听市民来电后，
邓建平接受了本报专访，畅谈如何以“共享、共治”
的理念，让上海真正成为宜居的“生态之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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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媒体优秀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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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上午 8时 30分，上海市绿化和市容

管理局局长邓建平做客新民晚报夏令热线接
听来电，有市民反映新闸路近陕西北路段的

行道树遮挡路牌。记录完详情后，邓建平立即

要求绿化部门迅速派人前往处理。
9时 10分，记者来到新闸路的西康路至

陕西北路路段。道路南侧，一棵高七八米的悬

铃木枝条“探头探脑”，正巧遮挡住路口上方

的道路指示牌。静安区园林绿化发展有限公
司行道树养护队的师傅们迅速拉起警戒线，

摆出告示牌。一名修剪师傅绑上保险带，几下
就爬上树冠，用手锯锯起枝条。另外几名师傅

则在树下用长长的高枝剪辅助修剪，并将落

下的枝条归拢、清理。约 15分钟后，这棵悬铃

木换了“发型”，朝向路中央的部分枝条被清
理干净，指示牌也露出“真容”。

静安区绿化管理中心建设管理科科长徐
信侬告诉记者，今年疫情后，行道树已历经冬

修、剥芽、防汛修剪等几轮修剪，但进入夏季
后，悬铃木长势较快，会发生类似遮挡情况。

“我们有多种发现渠道：与交警部门联动；在

日常修剪中发现问题；养护公司安排专人专
车定期巡视。”静安区共有 37平方公里作业

面积，目前巡查频率是每月全区全覆盖一次。
上海已印发《市政道路建设及整治工程

全要素技术规定》，今后通过多部门联动的设
计和管理，上海的道路将更“安全、绿色、活

力、智慧、友好”。 本报记者 金旻矣

行道树“探头探脑”挡路牌
养护队上下配合换“发型”

荨 邓建平接听市民来电 本报记者 王凯 摄

今日投诉

口袋公园享“满眼皆绿”

“绿化市容行业的工作，就是让环境更整
洁、有序、美观、生态。从行业特性来看，这也

正是‘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的
真实写照。”邓建平表示，一直以来，上海绿化

市容行业都希望以“绣花精神”打造一座能满
足市民需求、契合上海形象的“生态之城”。

久居都市的上海人，闲暇时喜欢逛公园。

目前，上海已建成 352座城市公园、7座郊野
公园、4座国家级森林公园。年底前，全市还将

新增城市公园 50座，总数将达到 400座。
他尤其提到，寸土寸金的上海，要做到

“满眼皆绿”，利用“边角料”必不可少：“这几
年，上海增添了一大批精致的口袋公园，更多

高架桥柱披上‘绿衣’，五一期间的‘月季高
架’更成为网红景观，体现了超大城市添绿的

能力和魄力。”作为城市公园的补充，上海已
建成 195个街心花园。至年底，身边的“小花

园”数量将达 200座以上，南浦大桥下的蓝调
花园、胶州路音花园、衡山路高安路以秋色叶

为主题的街心花园等，都值得期待。
未来 5年，上海还将完善国家（级）公园、

郊野公园、城市公园、地区公园、社区公园“五

级”公园为主体、口袋公园为补充的城乡公园
体系。邓建平说：“我们希望将上海打造为‘公

园中的城市’，市民推窗有花、出门见绿，从绿

色中汲取能量。”

绿道林地如“穿行绿洲”

除了公园，随处可见的绿道和郊外开放
林地，像是一串串镶嵌“绿宝石”的“绿链”，让

市民享受“穿行绿洲”的惬意。

城市绿道很受市民喜爱，并连续 4年被
列入市政府实事项目。“十三五”本市绿道规

划建设总量 1000公里，截至去年已建成 881

公里。今年，申城将新建 200公里绿道，重点

推进外环绿道浦西段基本贯通、苏州河绿道
中心城段等市级绿道及各区重点绿道。同时，

还将优化绿道网络体系，提升品质，形成“健

康、多元、互通、易达”的都市绿色休闲网络。
上海是一座少林城市，去年森林覆盖率

虽已提高到 17.56%，但与其他城市相比并不
突出。这几年，林业部门在全市 23片生态公益

林和经济林中，试点将林地打开，沪郊已有 19

片、约 3万亩林地开放，让市民可以享受森林。

专访中，邓建平透露，2019年至 2021年
的林业三年政策中，已增加开放休闲林地建

设项目政策，计划再在全市建设 8个 1000亩

左右的大型开放休闲林地。上海首批“立体复

合森林景观”也将亮相，他解释：“以前的密林
是粗放型的，植物群落层次结构相对单一。开

放后，考虑到市民走在林地中的感受，林业部
门在林中增添了很多植物品种，市民从上至

下的视线范围内，会有不同的植物可赏。”

垃圾分类做“加减乘除”

城市要宜居，除了职能部门的倾力建设、
精心管理外，市民参与共治也是重要一环。邓

建平认为，从去年开始推行的“垃圾分类”，正
是“人民城市人民建”的生动实践。

邓建平公布了一组最新数据———今年 6

月份，全市可回收物回收量 6813.7吨/日，同

比去年 6月增长 71.1%；有害垃圾分出量 3.3

吨/日，同比去年 6月增长 11.2倍；湿垃圾分
出量 9632.1 吨/日，同比去年 6 月增长

38.5%；干垃圾处置量 15518.2吨/日，同比去

年 6 月下降 19.8%；垃圾填埋处置比例从
41%下降到不足 20%。

“从垃圾分类推行以来，管理部门一直在
为市民的热情参与点赞。历时一年，上海的垃

圾分类可用‘加、减、乘、除’来总结，市民也逐
渐感受到垃圾分类带来的环境改善。”他说，

“加法”是指资源化利用实现增量；“减法”是

指干垃圾处置量减少；“乘法”是指社会效益
倍增；“除法”则体现在环境污染点大幅消除，

居住区撤桶并点，路上废物箱减少。

“事不关己”变“主动参与”

同样，“责任区制度”也是市民参与市容
环境共治的实践。目前，全市已创建 456条市

容环境卫生责任区示范道路，成立了 1183家
责任区管理自律组织。比如，在静安区彭浦新

村街道，责任单位成立了商会，通过联合会
约、开展“门责制”履职月度评比等自律自治，

人与人的关系更近了。

“责任区制度将市容管理从政府主导转
变为政府引导，真正将主动权交给了责任人

自己，很多责任人从‘事不关己’转变为‘主动
参与’，甚至‘乐在其中’。诠释了‘人民城市人

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的理念。”邓建平说。
专访最后，他表示，绿化市容行业将继续

推进民生工程建设。力争到“十四五”末，全市
森林覆盖率达 19.5%，人均公园绿地面积达

到 9.5平方米，全市公园数量增至 1000座；生
活垃圾分类实效达标率 95%以上，实现原生

生活垃圾零填埋。
本报记者 金旻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