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回访

8月4?

《大树“翻墙”“插窗”
频扰民》

扰民大树
将定期修剪

回访

8月3?

回访

《隔离桩成摆设
占道停车“久治不愈”》

路口隔离桩
已及时加固

7月14?

回访

《梅雨不停
车库一直“湿搭搭”》

地下车库
不再黏乎乎

    上海办事有神器，“进一网，能通

办”。
自上海市推进“一网通办”政务服

务以来，“一网受理、只跑一次、一次办
成”的春风吹进市住建委行政服务中

心受理大厅。身为在一线窗口工作十
几年的基层党员，我目睹了这几年上

海深化建筑业“放管服”改革和优化营

商环境为行政相对人带来的各种便
利，感触颇深。

过去，行政相对人常常需要携带

繁杂的纸质材料到窗口办理，办事大

厅人头攒动。现在，依托“一网通办”平
台，通过部门数据共享，实现数据互联

互通。行政相对人无论身处何地，只需
动动手指，就能足不出户轻松办理业

务。面对新形势、新任务、新要求，我常
常思考，如何才能当好新时代“有求必

应，无事不扰”的“店小二”呢？

前不久，上海市城市基础设施类
重大工程———华能石洞口第一电厂 2

台 65万千瓦等容量煤电替代项目，受

疫情影响导致进度滞后。我及时联系

企业，告知重大工程施工许可证可以
容缺审批。企业既高兴又有些忧虑，原

来，他们是第一次在市住建委办理施
工许可相关手续。为解企业燃眉之急，

我迅速梳理出一张服务线路图，从项
目信息报送阶段起，就为企业提供“一

对一”管家式服务。通过微信、邮箱、电

话等方式，主动跟进项目进程，及时提
醒并指导企业完成网上申报。该项目

施工许可证的审批只花了一天，展现

了行政审批的“新速度”。

身处一线，我只是上海万千“店小
二”中的一员，还有更多“店小二”活跃

在上海各个窗口岗位。“为人民服务”
是我们不变的初心使命，“为群众解难

题、办实事”是我们工作的出发点和落
脚点。我将一如既往自觉践行“人民城

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的重要理

念，用既有“速度”又有“温度”的服务，
将“一网通办”政务服务品牌越擦越

亮，为服务上海城市建设管理贡献智
慧和力量。

上海市住建委行政服务中心建设
工程项目管理科科员 袁方

当好新时代“店小二”

现场访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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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令热线第28次收线： 更畅 更明 更准

咨询类比重正逐年提高
“从诉求结构来看，咨询类诉求的

比重逐年提高，投诉举报类诉求呈下

降趋势。”王醇晨介绍，今年夏令热线
共受理市民诉求 8.44万余件，其中咨

询 5.97万余件，占 70.73%；投诉举报
1.76 万余件，占 20.85%；求助报修

6040件，占 7.16%；意见建议 867 件，

占 1.03%；表扬等其他来电 190件，占
0.23%。与往年相比，总量基本持平。

虽然今年经历了“超长梅雨季”和
台风“黑格比”，但夏令热线期间市民

诉求的季节性特点并不明显。这说明，
随着近年来城市管理日趋精细化，特

别是城市运行“一网统管”的深入推
进，城市供给和保障能力持续提升，百

姓日常生活中的诉求基本都能通过城
市运行机制得到回应。

王醇晨指出，今年，市建设交通工
作党委把夏令热线活动作为建设交通

系统贯彻落实十一届市委九次全会精
神、自觉践行“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

城市为人民”重要理念的实际举措，组
织系统委局主要领导和广大机关干部

陆续走进热线，倾听民意、了解民情，

借助媒体舆论监督，推动各级城市管

理部门切实解决好市民群众的操心

事、烦心事、揪心事。同时，市建设交通
工作党委结合当前正在深入推进的

“四史”学习教育，借助夏令热线平台，
取得了较好的学习成效。

垃圾分类诉求大幅下降
2019年新民晚报夏令热线期间，

涉及“垃圾分类及清运”类诉求有 2万

余件，成为当时的一大新热点。今年，
垃圾分类的相关诉求大幅下降，诉求

内容也由“如何分、怎么运、设施配置

是否完善、湿垃圾是否需要破袋”等基

础操作性问题，转变为对“垃圾清运噪
声、垃圾分类设施堆放”等延伸问题的

关注。王醇晨分析：“这也反映出《上海
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实施一年多来，

取得了明显成效，垃圾分类已经逐渐
成为广大市民日常生活的自觉行为。”

随着城市管理服务工作的创新拓

展，今年夏令热线期间也出现了一些
新情况、新热点。例如，ETC（电子不停

车收费系统）相关咨询较为突出，主要
涉及无故进入“状态名单”“黑名单”后

影响通行、扣费信息异常、异地办理

ETC后操作困难等多种情况。王醇晨

说，作为方便公众出行的新技术、新机
制，相关管理部门将尽快优化工作方

案，及时回应社会关切。

周边事大家事成操心事
随着共建共治共享理念的深入人

心，以及城市精细化管理工作的深入

推进，广大市民参与城市建设和治理
的积极性不断提高。“从关注重点看，

更多‘周边事’‘大家事’成为广大市民
的操心事。”王醇晨说。

值得一提的是，今年夏令热线还

收到不少市民提出的“金点子”。比如，
针对部分区域河道沿岸随意垂钓现

象，建议出台相关管理办法，规范对钓
鱼爱好者的管理；又如，建议在大型小

区内增设盲道等无障碍设施。王醇晨
说，这些好建议已经第一时间被转给

相关主管部门，有助于推进各项工作。
下一步，市建设交通工作党委将

持续推动夏令热线市民诉求的跟踪处
置和分析研判，不断探索符合超大城

市特点和规律的治理新路子，切实增

强市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本报记者 杨玉红

    新民晚报夏令热线，今天迎来

第 28次收线。由本报首创的这条电
话热线，火了 28年。今年，这坛陈年

老酒，飘出哪些香味？
28年来，夏令热线见证上海的

日新月异，投诉热点也悄然改变。水

电气等老问题逐渐解决，群租、停车
难、噪声污染等新矛盾随之而来，垃

圾分类和 ETC 等新热点又相继显
现，热线电话始终火热。从“老大难”

到“新矛盾”，折射出城市的飞速发
展，有读者感叹：“这些年，上海人的

生活品质明显提高了，夏令热线是

最好见证。”
市民今年最关注的领域是“公

共秩序及环境维护”，从住宅小区秩

序、车辆停放管理到公共区域清洁
卫生、绿化养护，参与城市建设和治

理的积极性不断提高，夏令热线的
投诉方向逐渐从“小家”扩展到“大

家”。随着居住小环境越来越舒适，
市民关心的热点也从“自家事”转向

“大家事”———区域环境、城市管理、
安全防范等事关百姓利益的话题，

成为新的焦点。很多市民从单纯“投
诉”发展到热心“谏言”，并提出改进

措施，推进城市管理，本届夏令热线
同样收到了许多“金点子”。

夏令热线再次与市建交系统各
职能部门合作，多篇报道得到迅速

回应———交通执法部门取缔无证驾
培基地，展开专项整治；违法建筑

“遍地开花”的别墅区被曝光后，城

管部门迅速介入，将分类有序拆除；
噪声扰民的直升机低空游览项目已

调整飞行路线、频次和时间，避开居
民区；影响采光、通风、晾晒的大树

被及时修剪；潮湿车库、坑洼路面、
脱落外墙恢复正常……28年来，夏

令热线从一根媒体热线发展为凝聚

各方的合作热线，城管执法、水务、
房地、绿化、交通、市容环卫等职能

部门主动与本报合作，跨前一步，加
快处置，电力、机场、铁路、邮政等部

门也陆续加入，联手解决民生难题。
今年，本报还推出“夏令最行

动”系列报道。记者兵分多路，梳理
总结“最长梅雨季”的城市管理细

节；跟随一线劳动者在“最静夏日”
唤醒城市；聚焦“最热午后”烈日炙

烤下的坚守岗位者；走进“最暖夕阳
画”聆听居民对旧区改造的期待；关

注怎样为“最好进博”提供“最精细
保障”……我们努力描摹“人民城

市”的魅力，讲述人民群众如何最大
限度地享受城市发展成果。

走过 28年的夏令热线，好像一
座桥、一扇窗、一杆秤———

■ 在市民群众和政府职能部
门之间架起一座沟通的桥梁。 既为

百姓诉求找到倾诉渠道，也提醒有
关部门直面问题，主动倾听群众呼

声，提高处置效率。
■ 为广大市民打开一扇窗。讲

烦恼、提建议，再透过这扇窗，看一

看职能部门为民办事的态度和能
力；借助这扇窗，媒体也能更好发挥

监督作用，促进职能部门改进工作。
■ 给老百姓一杆秤。职能部门

是不是在为民办实事，有没有为民
分忧，都称得一清二楚。

凡是过往，皆为序章。夏令热线
将一如既往，让“桥”更畅、“窗”更

明、“秤”更准。 首席记者 曹刚

    本报讯（记者 金旻矣）第 28届夏令热线

今天收线，市民对哪些行业的处置速度更满
意？上海市质协用户评价中心发布投诉/报修

处理市民满意度调查结果报告（中期），路灯中
心、供水排水业及燃气较令市民满意。

为了解市民对各区及各行业职能部门处
理诉求的满意度，本报连续第 14年委托市质

协用户评价中心开展调查。选取从开线到中

期的有效样本 901份，涉及 16个区及城管执
法、居住物业管理、供水排水、绿化和市容、建

筑施工、城市交通、路灯中心、网格中心、燃气
等 9个行业。

结果显示，今年夏令热线中期，市民投诉/

报修处理的总体满意度为 87.01，较去年略有

上升。其中报修类工单回访满意度最高，为
89.53，举报类工单满意度相对较低，为 78.72。

在对各行业的满意度中，排名前三的是路
灯中心、供水排水业及燃气。除建筑施工和城

管执法外，其他 7个行业在处理结果方面均有
不同程度的提高。记者注意到，燃气部门的评

价结果比去年提升幅度最大，尤其是在处理结

果方面。在城管执法方面，市民对“联系处理过
程”的评价有提升，但对“现场处理”和“处理结

果”的评价有所下降。
中期测评结果还显示，郊区市民满意度为

87.27，高于上海中心城区及浦东新区的满意
度 86.83。在上海中心城区和浦东新区的市民

满意度结果中，黄浦、静安和徐汇排名前三。郊

区排名前三的是嘉定、闵行和松江。除长宁区
和浦东新区外，市民对中心城区的评价、尤其

是处理结果的评价方面，均有不同程度上升。
值得注意的是，中期数据显示，“处理结

果”和“联系回复”的满意度比去年明显提升。
83%的市民认为热线对处理或解决诉求“作用

显著”或“有一定帮助”。从各行业看，市民认为
路灯中心、网格中心、燃气和供水排水部门的

处理或解决成效较好。从区域看，中心城区市
民反映的问题主要是表务问题、业主（使用人）

违法行为和屋面墙面问题，郊区则集中在路政
管理、出租汽车投诉和道路路面问题。

市建设交通工作党委书记王醇晨上午走进夏令热线

33天受理市民诉求8.44万余件
第 28 届夏令热线中期满意度报告出炉

路灯中心、供水排水业及燃气排名前三

为期 33 天的新民晚报夏
令热线今天收线。上海市建设
交通工作党委书记王醇晨上午
来到夏令热线，现场接听市民
来电并接受本报专访。王醇晨
表示，自 7月 13 日开线至今，
今年夏令热线共受理市民诉求
8.44 万余件。从诉求内容看，新
老热点各有变化。

为民解忧

    云台路 1101 弄嘉宝前滩

后院地下车库长期潮湿、积水，

给居民生活带来不便。

近日，热线回访了解到，
经过物业公司的管理与努力，

地下车库已恢复干燥，不再“湿
搭搭”。

管理小区的嘉宝物业经理
叶先生表示，物业方面加派保

洁人员，定时、定人拖地除湿，
同时加强巡逻的频次和力度，

确保地下车库不积水、不潮湿。

志愿者 钱臻 姚储杰
本报记者 徐驰

    市民陈女士致电称在静安区平型

关路延长路路口， 长期存在机动车占
用人行道乱停放的现象。陈女士说，通

常在 8?前和 17?后停放车辆较多，

大多为沿街商铺经营者的私家车。

报道刊发后，属地静安区大宁路

街道立即派人到现场察看。街道与交
警部门协商后决定，加固已损坏的隔

离桩，安排人员专门监看路段。如发现

乱停车现象，由专人报警处理。

近日，记者回访投诉市民陈女士
得知，已有工作人员在小区门口加固

数个隔离桩。
本报记者 夏韵 志愿者 于沛欣

    北京东路和永嘉路两个小区居民饱受大树困

扰，由于未及?修剪，导致遮光、通风及落叶等问题。

报道刊发后第四天，家住北京东路 836号后

门的徐女士来电致谢，称沿街梧桐树已修剪，晾晒
不再受影响。居委会也承诺，之后将定期修剪树

木，还居民舒适的生活环境。
家住永嘉路 485弄的李女士反映，太原别墅

的数棵香樟树影响自家小区采光。据悉，太原别墅
已于 8月 10日完成修剪，但香樟树修剪后还是比

较茂盛，依然存在一定采光问题。别墅负责人许经
理无奈表示，为保证花园私密性，无法修剪得太通

透。“希望得到居民谅解，后续，我们也会定期维护
修剪大树。”

志愿者 黄昕瑜 本报记者 季晟祯

 8月9?

《驾培市场“李鬼”乱象频现
谁来管》

8家涉案驾校
遭多部门联合约谈

    驾校培训“李鬼”近期又冒了出来。低价揽客，不履行承

诺；不提供示范文本合同，自订一套退款规则；反复忽悠学
员去外地考试、学自动挡驾驶……

本报报道引起多部门高度重视，继取缔无证驾培基地、
突击检查旗忠驾培基地后，市交通委执法总队近日联合市

道路运输管理局、市道路运输事业发展中心、市机动车驾驶
员培训协会，约谈民佳、安昕、训达、安飞驰、福进、广源、邮

佳和胜尊等 8家驾校。

市道运事业发展中心驾培科负责人指出，被约谈单位
须在本周内提交《整改报告》。市交通委执法总队表示，执法

部门将重点针对无证开设驾培基地和教练员弄虚作假等违
法行为，开展专项整治。无证培训基地经营人因未经许可擅

自从事机动车驾驶员培训，已被执法部门立案调查，将面临
最高 5万元的行政罚款。 本报记者 罗水元

8月5?

《居民区“魔音绕耳”
谁来监管？》

直升机
调整飞行路线

    自 7月起， 浦东新区金桥路 525号一

直升机基地内，每周举办 2-3次低空游览
项目，飞过附近多个居民区，噪声扰民。

报道刊发后，执飞公司上海中瑞通用
航空有限公司对直升机的飞行路线、频次、

时间作出相应调整。公司回应，原本直升机
经过金桥路东西两侧多个小区，飞向沪东

造船厂上空后，再飞回中环高架旁的居民

区附近。现调整为：从金桥路 525号直升机
基地起飞，到 6号线金桥路站 3号出口上

方掉头，再回基地降落。目前的飞行体验更
改为每周最多两次，飞行时间从下午 4时

开始，最多持续 1小时。

本报记者 夏韵 志愿者 沈佳颖

7月27?

《业主“花式”违建
别墅面目全非》

别墅小区违建
被分类处置

     松江区新桥镇新南路 99弄雅仕居别

墅小区，违法建筑“遍地开花”，改建后的房
屋甚至无一重样， 还有任性业主干脆将原

有别墅推倒重建。

松江区新桥城管中队介绍，报道提及

的 103号别墅原始面积约 348平方米，向
上加盖一层后，违建达到了 100多平方米。

目前已对该房屋采取注记措施、限制交易，

同时将对违法建筑实施拆除。而相邻的
105号别墅，已在城管部门的责令整改下，

拆除了新搭建的电梯间，推倒了房屋西侧
扩建的围墙。8月下旬，还将继续推动其他

违建的拆除。

本报记者 房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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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月 7日下午 4?，记者杨玉红在采访百岁老人（夏令最行动：唐山路 778

弄旧改） 本版摄影 记者 王凯

■ 王醇晨接听市民来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