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人行道 探索加装无障碍坡道
马路上的“井盖整治”是市民关心的身边

事，自 2019年启动井盖整治行动以来，上海

合计完成了 1.8 万个防沉降井盖的整治，其
中，2020年上半年，因架空线入地、大中修整

治等，调换防沉降井盖 5042个。针对影响道
路平整度的井盖高差，今年上半年，全市井盖

高差整治完成 3365个。市道运局、市道运中

心最新开发道路病害巡查系统的井盖处置流
程，井盖整治从线下转为线上，形成“管线单

位自查、各区排查、第三方监理抽查”的道路
井盖病害监管机制，保证井盖一发生问题，第

一时间报警抢修。
于福林介绍，7月中旬启动人行道养护维

修月以来，市民身边的人行道正在不知不觉
中“焕然一新”，截至 8月 11日，全市人行道

日常养护维修量达 16万平方米（大中修工程
除外），整治超过 1万处人行道病害，与去年

同期相比，关于人行道病害方面的投诉明显
降低，人行道的平整度、舒适度和完好率得到

了进一步提升。
今年的道路精细化管理，除了正在继续

建设的精品示范路和“四好农村路”“人行道
无障碍坡道”的改造，是另外一个便民利民

的重点。人行道交叉口、过街进出口、小区出
入口等与人行道相连接的地方，都会设置进

出口无障碍坡道。目前，黄浦区、徐汇区都在

探索抗滑性好、耐久性强的一体化装配式
进出口坡道，满足老年人和轮椅人士的出

行需求。

50个拥堵点 下月将完成改善
道路拥堵和停车难，一直是许多老百姓

头疼的问题。今年，市道运局利用大数据等技

术手段，聚焦交通拥堵新区域、新情况，设置
可变车道，切实缓解潮汐式的通行拥堵压力。

在缓解道路拥堵方面，改变了以往“小改
小革”的思维定式，针对拥堵点位较为集中的

片区，系统性研究拥堵成因，由点及面，从更

大范围、更深层次研究制定相应的片区拥堵

改善措施。于福林透露，截至今年 7月底，

2020 年度拥堵点改善项目工程总计完成了
35个，占年度完成 50个项目计划数的 70%，

其余项目也正在有序推进实施中，“确保 9月
底前全部实施完毕，切实提升市民出行的舒

适度、满意度”。
于福林介绍，全新打造的“上海停车”APP

已开发完成，通过信息化手段，缓解市民的

“停车难”问题。APP将全面接入全市 3200个
公共停车场（库）和 1200个收费道路停车场、

总计约 89万个公共泊位的信息数据，主要提
供“停车导航、停车换乘、枢纽停车、错峰共

享、停车缴费、停车预约、停车充电、服务公
告”等各类服务功能，目前正在抓紧开展基础

数据校核和功能测试，今年三季度对接“随申

办”后，将向社会发布。

电子站牌 中心城年内全覆盖
近几年，上海地面公交行业不断提升服

务能级，逐步扩大公交实时到站信息的覆盖

率，市民乘客对车辆到站时间的预期越来越
准，乘车体验也越来越好。

于福林介绍，公交实时到站信息服务已
连续两年列入市政府实事项目。2019年，市道

运局牵头落实完成 258条公交线路、3644个

站点公交实时到站信息预报服务工作，其中
浦西中心城区覆盖 220条公交线路、3187个

站点；浦东新区覆盖 38条公交线路、457个站
点。到今年底，上海将新增 65条线路、498个

站点实现实时到站信息预报服务。届时，本市
中心城 7个区范围内的公交站点基本可做到

全覆盖，均可实现电子站牌服务。
于福林说，接下来，市道运局将继续以

“提升公交服务品质、提高公交出行可靠性和
便捷性、进一步增强公交吸引力”为目标。充

分考虑市民需求，在遵循骨干通道支撑、区域
差别化以及兼顾通达性和步行距离等原则

下，落实公交线网顶层设计，依托已梳理的客
运通道，加快构建公交骨干线。

今年，市道运局计划完成“4+1”公交骨干
通道，其中“4”为公交线网顶层设计确立的骨干

通道，分别为逸仙路通道、漕溪路-沪闵路通
道、龙吴路通道和曹杨路通道，“1”为淮海路。

首席记者 曹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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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体化无障碍坡道局门路试点

现场访谈

像绣花一样精细 管好 多万只井盖
为民解忧

    普陀区徐女士：曹杨路 691号，夜间掘

路施工，噪音扰民。

黄浦区姜先生： 南京东路四川中路附

近，建筑工地在马路上乱丢弃建筑垃圾。

浦东新区郭先生： 北艾路 1765弄 61

号 201室有群租情况，影响周边居民生活。

杨浦区王女士： 邯郸路 99号门口，铁

制窨井盖被压碎，有安全隐患。

松江区梁女士：叶新公路中南路建筑工
地未冲洗出场渣土车，导致周边扬尘严重。

闵行区张先生： 闵行区七宝镇中谊路
888弄碧林湾苑 67号楼，5月刚交房，电梯

多次发生故障，经常在运行时突然停止，打
不开门。

青浦区傅女士： 重固镇绿地波洛克公
馆交付不到一年， 多户居民家的饮用水出

现油漆味。

志愿者 卫梓茂 苏孜颖 整理

    我是上海市道路运输事业发展中心的一

名道路养护工程师，主要管理全市道路上
130多万个大大小小的井盖。

别看井盖面积比较小，但是它数量庞大、
类别繁多，关系着社会民生和交通安全。为了

消除道路井盖的安全隐患，近年来，道路养护
管理部门积极推进“井盖托底管理机制”，努

力破解这一城市管理顽症，提高精细化管理

水平。全市道路养护单位和网格化巡查部门
一旦发现井盖破损、缺失、高差等问题，就及

时通知权属单位处置，并做好安全防护措施；
遇到无主井盖，则采用备用井盖托底处理，消

除安全隐患。
记得今年 4月的一个下午，有市民打来

热线电话，反映家门口的路上有两个井盖发

生沉降，车子开过会发出“咯噔咯噔”的声音，
噪声扰民，并且有一定安全隐患。接到投诉

后，我立刻让道路养护单位到现场核实。不久
后，养护单位传回了现场照片，我立刻通过管

理群微信，通知井盖的权属单位和区市政所。

两个小时过去了，还没等到井盖权属单位
的回复，我的心里特别着急，再次通知相关单

位确认权属。终于，回复来了，权属单位当晚完
成抢修。第二天一早，我赶到现场，看到修复后

的井盖，总算放下了心。
还记得 2018年 10月底，第一届进博会

举行前夕，为尽快解决虹桥地区部分路段的

井盖高差问题，我与四大管线行业近 10家单
位的同志，每天徒步在虹许路上，一个一个地检

查井盖，及时发现问题；在确保交通安全和作业
安全的前提下，抓紧修复。每天一遍一遍现场

巡路，连续处置 7天 7夜，终于解决了近 300

个井盖的高差问题，有效保障了首届进博会。

为加快解决道路检查井盖“路框差”“盖
框差”等问题，提高道路平整度，我们建立了

道路检查井盖养护质量评价体系，加大道路
井盖病害的处置力度，开发道路病害巡查系

统，形成“发现、派单、处置、核销”的闭环流
程。从 2019年以来，共处置井盖高差 1.2万个，

调换防沉降井盖 1.8万个。
每天同井盖打交道，我从来不觉得它们

是“冷冰冰”的。井盖虽小，责任重大，作为一
名共产党员，只有将群众的“急难险愁”装在

心里，融入城市精细化管理中，像绣花一样管

好这些井盖，才能真正践行“人民交通为人
民”的初心使命。

上海市道路运输事业发展中心养护
工程师 金玺

市交通委副主任、市道路运输管理局局长于福林上午走进本报夏令热线

城市道路对标“最好”更有“温度”
今天上午，上海市交通委员会副主

任、市道路运输管理局局长于福林走进新
民晚报夏令热线，接听市民来电并接受本
报专访。

今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十三五”
规划收官之年，也是加快建设交通强国的
关键之年。于福林表示，上海道路运输行业
将围绕“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
民”的发展理念，对标全球最高标准、最好
水平，坚持问题导向、目标导向、效果导向，
打造有温度的城市道路运输体系。

荨 于福林接听市民来电 本报记者 王凯 摄

今日投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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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午 8时 30分，上海市交通委员会副主

任、市道路运输管理局局长于福林做客新民晚
报夏令热线接听市民来电。家住丽园路 333号

黄浦新苑的吕女士反映，母亲腿脚不便，经常
要坐轮椅进进出出，但由于小区门口没有专用

坡道，每次推轮椅上下人行道都很头疼。
9时 06分，记者来到丽园路近制造局

路，发现人行道的台阶处仅有一块简陋的橡

胶坡道，如家有老人需要推轮椅确实多有不
便。不久，道路施工队来到现场，工作人员迅速

拉起防护带，并开始作业———拆除原有的人行
道砖块后，施工队开始打地基，并铺上柏油，随

后再设置了两根花岗石立杆，防止机动车开上
人行道。据现场的陈师傅介绍，柏油需要两天

时间透水，施工预计在 3天后可以完成。
黄浦区市政所道路科科长陈栋告诉记

者，黄浦区如今已完成七八个这样的一体化

进出口坡道。一开始在龙华东路近局门路做

了两次试点，在广泛听取盲人、行动不便的市
民意见后，坡道功能已做过改进，还将继续完

善。如今，坡道上专门铺设了带有止步点和行
进板的盲道———不仅能方便老年人，对盲人

也非常友好。同时，两根花岗石立杆的间距也
是严格按照轮椅的标准制式来设计。

“目前我们还在征集市民的建议，一体化

进出口坡道的优点，是抗滑性好、耐久性强、
使用寿命长，有望在全区范围内推行，重点选

取道路交叉口、过街进出口、小区出入口等与

人行道相连接的地方施工。”陈栋表示，人行道
的日常养护也非常重要，上海市自 7月 15日

就启动了人行道养护维修月活动，截至 8月
11日，全市人行道日常养护维修量达 16万平

方米（大中修工程除外），整治超过 1万处人

行道病害。 本报记者 任天宝

解坐轮椅出行难题

荨 丽园路上工人们在施工 本报记者 王凯 实习生 姚舒鹏 摄

一体化
进出口坡道

上午处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