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诉求量为何三年“三连降”？ 解决“老大难”有什么好方法？

城管局长接热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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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讯（记者 江跃中）昨天下
午，华阴路骊山路口东南角的街心
花园旁，一台高度为 24米的居民楼

加装电梯正式投入使用。宜川路街
道泰山二村居民区党总支书记马宁

兴奋地告诉记者：“此次加装电梯在
不破坏原有建筑的前提下，采用外

部吊装方式，大大增加了建设效率，

工期缩短至 4个月。选择占地面积
较小的电梯，一次可供 4-6人同时

乘坐，上至 7楼仅需 20秒，大大方
便居民出行。”

在昨天下午举行的华阴路 152

弄 3号老旧小区加装电梯交付仪式

上，居民代表向街道和建设、设计、

物业等单位赠送锦旗，上面写着“思

民生解民难，做实事暖民心”，以表
达大家的感激之情。

宜川路街道办事处副主任吕欢
介绍，此次“临街居民楼“加装电梯

难度之大前所未有。这是一幢建于
上世纪 90年代的 7层商住楼，1至

2楼为宜川社区卫生中心，3至 7楼

为住宅，紧靠马路，而单元楼内 60

岁以上老人占总住户的 70%。

2018年夏天，居民看到周边小

区电梯加装成功，十分心动，开始自
发征询意见，并成立居民代表小组，

通过微信群和全体会议统一居民意
见，沟通协商推动加装电梯事宜。设

计过程中也遇到了不少困难。位于
外墙的管线导致 3楼的电梯连廊无

法安装，地下排污管道影响电梯底

座稳定。宜川路街道、居委会及相关
部门积极协调配合，经过多次实地

考察和反复研究，对管道重新布线。

由于电梯安装位于沿街位置，必须
严格控制在建筑红线范围内，电梯

井道占地面积非常小。业主代表与
设计单位上海市房屋建筑设计院及

东南电梯股份有限公司经过充分沟
通、设计论证，决定采用结构非常紧

凑的东南电梯装配式“豌豆电梯”加

装方案，最终通过规划部门及专家
评审。

“豌豆电梯”采用了装配式电梯

井道及电梯设备，在工厂预制后，再

运到现场吊装。钢结构井道主体结
构一天就吊装完成，连廊、立柱等

附属结构部分一周内完成安装，相
较于传统的现场焊接安装钢结构

井道工艺而言，其施工时间短、扰
民程度低。

今年 5月底，电梯吊装工程正

式启动，用时短短 4个月，居民们多
年的“电梯梦”终于实现了。第一次

用上加装电梯，大家喜上眉梢，家住
7楼的 71岁赵阿姨满意地说：“年

纪大了，爬不动楼，如今有了电梯，
方便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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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昨天深夜 12时，上海地铁梅陇

基地里，百名施工人员蓄势待发。现
场切割钢轨时激起火花一片，漆黑

的夜幕下，他们正在为提高轨交 1

号线的运营效率而奋战。

轨道维护三部经理杨传坤告诉
记者，这次施工是为了进一步提高

轨交 1号线锦江乐园站的道岔稳定

性，10月 19日前，现有的木枕道岔
将全部换成混凝土枕道岔，这也是

上海最老的轨交 1号线的最后一段
木枕道岔区间。

为什么木枕道岔会被全面取代

呢？杨传坤表示，木枕道岔最早使用

于 1997年，木料主要来自东北，出
于轨道安全性考虑，必须是大棵的

松木或柏木在油沥青中浸泡几年方
能使用。一根木头只能使用 20年，

而混凝土则可以使用五六十年。无
论是从环保还是稳定角度来说，更

换混凝土道岔都势在必行。

据悉，此次工程还计划将原有
的养护投入大、结构复杂的交叉渡

线简化为更易于养护的单渡线。改
造后的两根单渡线搭配使用，可达

到原先交叉渡线的功能。“化繁为

简”之下，设备故障发生几率大大降

低，运营可靠性得到提高。
鉴于轨交 1号线全天停运会影

响市民日常出行，本次施工选用非
停运情况下更换道岔。不过，这意味

着施工时间只有 4.5个小时，现场
施工需要稳中有序、按时按点进行。

凌晨 5时 10分，当晚改造完
成，压道车徐徐驶过锦江乐园岔区，

将完成道岔水平、高低等几何尺寸
的测量，并对道床进一步捣固，提高

列车通过平稳度。5时 37分，轨交 1

号线运行如常。 本报记者 任天宝

木枕道岔彻底“告别”轨交1号线
将全部更换为混凝土枕道岔

底楼住户敲三面承重墙被约谈
前期物业监管“不含糊” 后期行政执法落实处

临街居民楼加装“豌豆电梯”
工厂预制再现场吊装 工期缩短至 4?月

    今天上午 9时，家住长宁区的

李先生来电反映，长宁支路 314弄
小区一居民楼底楼住户在装修中

擅自损坏屋内承重墙，对整幢居民
楼的安全造成影响。接到市民投诉

后，长宁区城管执法局迅速接单，
派出相关执法人员赶赴现场查看。

承重墙上开门
上午 10时，走进该底楼住户

家中，记者发现，这套房屋室内面

积约 45平方米，为上海多数老小
区常见的两室户房型。9月末，为

了扩大居住面积，住户重新装修，
底楼天井两侧的承重墙被敲掉，天

井与朝南卧室完全打通。两堵承重

墙原本厚度约 24厘米、宽度约 30

厘米。长宁城管局华阳街道中队副

队长郭德虎介绍，除了天井“两个
耳朵”没了，这套房屋还在“墙上开

门”，分隔南北两个房间的一堵承

重墙体剪力墙被人为破坏，3.1 米
宽的墙体中开了一道 90厘米的小

门，而这样做仅是因为住户想南北
通风。如此不管不顾给承重墙“动

刀”，属于严重损坏房屋结构，安全
隐患极大。目前，天井两处承重墙

已恢复，墙上开门还未整改。

根据《上海市住宅物业管理规
定》，城管部门对破坏房屋承重结

构的行为立案查处，责令业主恢复
原状。现场，华阳中队执法人员向

当事人开具谈话通知书。据了解，
如果情节严重，如拒不整改或未按

规定整改，城管部门最高可处十万
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罚款。

物业监管先行
记者从城管部门了解到，今年

1 月至 8 月，已接“损坏房屋承重

结构”的市民投诉 4258件。今年 1

至 9月，长宁区城管执法局共立案
查处 71起，结案 38起。

“查处过程中常常碰到进门
难。”长宁区城管执法局副局长汪

玉萍说，尽管常吃“闭门羹”，但城
管执法人员不会因此“止步”，会联

合社区民警和居委会干部反复上

门，约谈当事人，告知对方破坏房
屋承重结构的危险性。

长宁区城管执法局表示，针对
敲承重墙现象，除了房屋注记限制

交易和行政罚款之外，现在更应加
强在执法前的“早发现”，落实物业

监管先行的模式。相比城管部门，
小区物业对辖区内每一户房屋的

装修、搬离等实际情况掌握得更全
面、及时，前期监管时“不含糊”，后

期行政执法才能落到实处。
本报记者 夏韵

■ 施工现场切割钢轨

    城管执法类诉求量三年“三

连降”，降幅近 60%，原因何在？
违法建筑、乱设摊等城市治理中

的“老大难”，如何破解？今天上午，
在接受本报专访时，市城管执法

局长徐志虎表示，城市治理离不
开每个人的有序参与，希望市民

用更多“金点子”@城管，在更加
精细化的管理中一起破难除弊。

诉求三年三连降
从 2017年开始，上海城管执

法类诉件总量已实现“三连降”，

市民满意度和获得感则逐年提
高。徐志虎表示，首先，城管部门

坚持“综合治理、源头治理、长效
管理”，先后牵头打赢“五违四必”、

破墙开店治理、违法户外广告拆

除等攻坚战，从源头上遏制垃圾
分类、建筑工地等领域违法行为。

其次，打造城管社区工作室品牌，
发挥 5950家工作室点多面广、密

切联系服务群众最后一公里优
势，推动问题发现在萌芽、矛盾化

解在社区。最后，依托城管执法诉
件处置平台、管理与执法联动平

台、智慧城管平台，实现执法过程
可追溯、数据可分析、态势可预

测，加大“诉转案”力度，今年 1-8

月，全市“诉转案”率达 22.5%。

放大招啃“硬骨头”

那么，针对违法建筑、乱设摊
这两个投诉居高不下的“硬骨

头”，又将放出哪些“大招”呢？
徐志虎说，对于违法搭建，城

管部门将落实快速发现拆除机
制，坚决遏制新增违建；分类治理

存量违建，确保总量逐步减少；发

动街镇、物业、群众等多元主体共
同参与，健全违法建筑治理体系。

今年 1-9月，上海已依法拆除违
法建筑 919.3万平方米，立案查

处违法建筑案件 5354起。
对于乱设摊，城管部门在保

持执法力度的同时，出台《推进夜
市经济发展的指导意见》和《支持

特色小店发展的指导意见》，坚持
有序“放”，坚持规范“管”，坚持精

细“服”。

积极采纳“金点子”

城市精细化管理，离不开市
民有序参与。徐志虎表示，2018

年以来，城管部门逐步扩大人民
建议征集试点范围，邀请专家学

者共同论证，推动建议转化为制
度举措和治理成果。目前，城管部

门已收到各类建议 180多条，部

分建议落地转化。比如，今年上半
年城管部门根据市民提出的“关

于用好长三角联动机制有效根除
城市牛皮癣”的建议，牵头组织苏

浙皖三省 60余家城管执法部门
召开联席会议，讨论形成《长三角

地区城管执法系统联合执法整治
行动方案》。 本报记者 房浩

铜牙啃“硬骨”“金点子”治顽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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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日接线预告
9:00-10:00 长宁区城管执法局长 竺 凯

10:00-11:00 青浦区城管执法局长 蔡急成

13:30-14:30 杨浦区城管执法局长 翟 骏

14:30-15:30 闵行区城管执法局长 李建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