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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声新热点

惠民工程 好事“留尾巴”

■ 记者调查

崇明区城桥镇新崇东路 58

弄沁园村小区雨污分流改造期

间，居民们很是烦心。居民万先生
向记者反映，“挖出来的泥土堆在

路边，没有遮挡、加盖，也没有拦
线，风一吹，就刮‘沙尘暴’，居民

窗子都不敢开；雨一下，就成了泥

泞小道。”万先生说，施工方还把
上水管挖断了，导致居民家中停

水约 3个小时。“小区道路本就狭

窄，施工中许多车子无法开进开

出，但实际上，路面开挖是逐段推
进的，有些路段只需挖一道槽，上

面盖块板，车子还是可以开的，但
施工方就是不盖，留着沟，让车子

怎么开？”现在工程已结束，还未
验收。“原开挖的路段经泥土回

填、铺路后，竟已有部分凹陷，下

雨就会形成积水。”
金山区山阳镇金天地花园小

区实施雨污分流改造，却弄得小
区各种脏乱差。“扬尘管控不到

位，车子开过就扬灰，停放在小区
里的车辆每天灰头土脸。”居民刘

先生向记者反映，白天噪声不断，
路面破损也未及时修复，一些底

盘低的车辆很容易“受伤”；警示
标识缺失，给夜间出行的老人小

孩带来安全隐患。

家住松江区玉乐小区的一
市民向记者反映，雨污分流改

造工程大面积破坏绿化，现在
竟然还要动用小区的维修基金

“补绿”。
宝山区高境镇逸仙路 1238

弄逸仙华庭雨污分流改造施工方

进场不久，居民张女士就注意到
施工队有点“粗糙”：没有告示，没

有铭牌。张女士咨询相关部门，得
知施工许可证还未办理出来。施

工队每天一早就开工，根本不遵
照允许施工的具体时段。她向记

者说，“有一段管道贴着一棵樟

树，只相距 20 ?米，但施工方规
划时根本没注意到这里有一棵香

樟需要避开，这导致香樟树根被
砍断不少。”

■ 热线建议

目前， 上述投诉事宜均已在

12345 市民服务热线的派单处置
中，落实整改。

雨污分流改造是旧改工作的
重要组成部分， 承载着老百姓对

提升生活品质的期盼。 建议主管
部门在全市层面形成相对统一

的、 适用于小区内部的施工规范
和标准要求，从规划、施工到后续

修缮、管理等各环节，进一步加强
全流程精细化管理， 让民生工程

“好事办好”。

■ 记者调查

杨浦区民星路太平洋生活广
场里三大运营商移动信号强弱不

一，客户支付不畅，希望安装宽
带，解决收银难。但业务受理后，

却被运营商告知，只能通过当地
第三方代理商安装。租户雷先生

一了解，指定的代理商每年宽带

费用竟是正常价格的 2 倍以上。
年年付出一倍以上费用被“薅羊

毛”，做小本生意的他“退缩”了，

只好不嫌麻烦，和别的商户共用
宽带。

接入宽带，企业还常被物业
“横插一杠”。青浦区华腾路博隆

商业广场的商户沈女士告诉记
者，因为商场宽带代理人要收取

8800元/年的宽带费，她只能选择

性能并不稳定的 600元/的无线网
卡。张女士企业所在的宝山区双

城路宝莲城园区宽带也被第三方
“独家代理”。园区企业自发组群

后，发现各家每年宽带费竟大相
径庭，有的 5000 多元，有的 7000

多元，还有的高达 20000元，除了
不能选择其它运营商，价格还不

透明。迫不得已，园区企业纷纷
“拼单”自谋出路。

记者调查沪上多幢装宽带被
“独家代理”的楼宇，除了部分 ISP

服务商（工信部或通管局许可）购
买大宽带，再分售给用户，还有不

少所谓的“第三方”并无经营许可
资质，也无运营商代理授权，而是

以商户用户身份向运营商申请宽

带业务，高价转手给入驻用户。
三家运营商企业宽带资费已

连年提速降费，每年降低 15%，但
由于部分宽带被“一刀切”的“独

家代理”，“进楼费”“桥架费”“弱
电井道占用费”等名目繁多的收

费不仅增加了用户安装和使用的

宽带成本，同时造成宽带维护不
及时、用户体验下降等诸多问题。

■ 热线建议

2017年 4月 1日 《综合布线

系统工程设计规范》已发布，将楼
内通信配套设施纳入建设项目设

计，同步施工、同步验收，不得由第
三方经营获利。 建议相关部门对

2017年后建设的楼宇涉及此类投
诉的，一旦查实，应严格整治。

同时，随着 5G?内覆盖应用
大规模建设， 可能会遇到和宽带

同样的接入问题， 建议相关部门
从制度安排入手，防患于未然，构

筑良好营商环境， 切实保护广大
宽带用户的合法权益。

■ 记者调查

家住嘉定区爱特路 333弄小
区的市民李先生向记者反映，他

去年 10月购入一辆新能源汽车，

上了沪 AG 号段新能源牌照，但
是该车牌无法通过小区门禁，且

多次进入不同车库和商场时，均
无法识别车牌，给他造成很大的

不便。
无独有偶，市民梁先生也向

记者反映，去年 9 月新增沪 AG

号段开头的新能源车车牌，他

于 10月和 11月曾经出入徐汇
区的光大会展中心和浦东张杨

北路上的文峰广场及很多公共
场所，车牌都无法识别，带来诸

多不便。希望管理部门加快全
市车牌识别系统的更新。

市民沈先生告诉记者，他去

年购买了荣威 X5Eplus油电混合

车辆，并上了沪 AG号段车牌，通
过交通委网络预约出租汽车资质

审查系统申请网约车运输证，但是
系统审核结果却显示其车辆非新

能源车，他希望管理部门核实具体
原因，并告知后续该如何处理。

市民刘先生反映，其新能源

车的沪 AG号段牌照比国家标准
长 30毫米，识别系统识别不到牌

照最后一位，无法正常进入停车
场和小区。他向相关部门反映后，

公安部门回复称，号牌在城市各
大应用里的更新，应该由交通委

牵头落实，而交通委回复称，沪

AG号段是公安交警部门近期推
出的新型样式号牌，不属于本市

现行公共停车电子收费系统技术
标准覆盖范围，故部分渠道无法

识别，需由发牌的公安部门跟进
处理。他对此非常困惑，要求明确

应该由哪个部门解决。

■ 热线建议

目前， 上述投诉事宜均已在
12345市民服务热线的派单处置

后，落实整改。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 《新能源

汽车产业发展规划 （2021-2035

年）》以来，随着新能源汽车的推

广应用， 其他符合中华人民共和

国公共安全行业标准 GA36-2018

《中华人民共和国机动车号牌》的

号牌段也将会陆续启用。 可以预
见，未来新能源车的数量

将会持续攀升，

在此过程中， 抓紧建设配套设施

也是重中之重。 建议有关部门和
相关行业尽快推动车牌识别系统

升级优化，明确责任，加强沟通，

为避免出现此类号牌识别问题，

尽快查明问题原因并妥善解决，

为车主通行提供更多便利。

飞线充电 居民“心慌慌”

■ 记者调查

浦东新区北蔡镇北中路 280

弄小区长期没有公用的充电桩，

导致“飞线充电”现象与日俱增，
居民们惴惴不安。居民马老伯告

诉记者，不少高层住户，每天夜间
会从窗口私拉飞线到底楼，给新

能源汽车充电，最长的飞线甚至

有 15米多。为图充电方便，一

些居民还会随意把车停在居民
楼的进出口，不仅影响通行，更

堵塞了“生命通道”。
杨浦区武川路 222弄柳先

生则向记者反映，自他搬入小
区这两年里，眼见着小区电动

车、新能源汽车“飞线”充电现象

愈演愈烈。由于这些电线比较粗，
且胡乱交缠，稍有不慎，过往行人

就容易被绊倒。更让人担忧的是，
“飞线充电”极易引起火灾，存在

严重安全隐患。“阿拉一直在反
映，可一次次投诉换来的只是一

张张严禁‘飞线充电’的告示，许

多人置若罔闻，依旧我行我素，根
本起不了作用！”

不少老旧小区硬件实施跟不
上，没有安装充电桩，设置集中统

一的充电区域，造成居民“充电

难”。宝山区锦秋路 699弄小区电
动车越来越多，由于小区迟迟没

有落实非机动车充电装置，致使
很多人在楼道内私拉电线为电动

车充电。居民周女士告诉记者，居
民们多次呼吁加快小区配套充电

桩建设，但始终没有下文。

长宁区五金公寓小区房龄 20

多年，“飞线充电”现象屡禁不止。

居民张先生对记者说，小区内的
停车位分为租赁车位和产权车

位，租赁车位占多数。目前，物业
只同意拥有产权车位的业主安装

新能源汽车充电桩，但又没设置
统一的公共充电桩，给新能源车

主带来不便。
■ 热线建议

根据《上海市电动汽车充电设

施建设管理暂行规定》， 新建住宅

小区、交通枢纽、超市卖场、商务楼
宇，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办公场所，

园区、学校以及独立用地的公共停
车场、停车换乘（P+R）停车场应按

照不低于总停车位 10%的比例预
留充电设施安装条件（包括电力管

线预埋和电力容量预留）。

针对“飞线充电”乱象，建议
主管部门一方面应加强指导，建

立完善对 “飞线充电” 的定期排
查、 快速整治以及相应的处罚机

制。另一方面，进一步探索市场化
合作等方式， 因地制宜统筹规划

和规范老旧小区周边充电资源的
供给，建立统一管理、规范停放管

理公约， 在相关区域配备消防设
施，全面消除“飞线充电”乱象，杜

绝安全隐患。

■ 记者调查

市民顾先生是一名“上班
族”，地铁是他每日出行的主要选

择。但每次早晚高峰时，总会在车
厢内遇上不少喜欢“公放音乐”的

乘客，大功率的噪声不时在耳边
回响，着实让人心烦意乱。地铁

“静音令”的颁布，让顾先生充

满了期待。但是顾先生发现，
“电子设备外放”的情况在车厢

内还是时有发生。他曾拨打过
地铁服务热线举报现行，但工

作人员没能在第一时间赶来制

止。他对记者说：“既然已出台
相关规定，就应该落实到位、严格

执行！”
市民金女士告诉记者，她在

地铁 7号线上看到，一名外地乘
客开着免提在车厢内打电话。由

于地铁内信号相对较弱，对方打
电话的声音很响。“我戴着耳机，

也能清清楚楚听到他的声音。”金

女士上前劝阻，没想到竟然遭到
对方辱骂。“如果劝阻无效该如何

向地铁工作人员投诉反映？如工

作人员当场后依然无法阻止，能

不能对当事人作出处罚？”金女士

希望，相关部门能拿出更加明确
的落地细则。

在观察了多条地铁线路后，
市民胡先生则对于“静音令”的宣

传力度向记者提出了自己的看
法：“禁止外放电子设备声音”的

告示只贴在车厢连接处，而且不

够明显，这样的宣传显然是缺乏
力度的，无法真正起到“广而告

之”的效果。
■ 热线建议

去年 12月 1日起，新修订的
《上海市轨道交通乘客守则》正式

实施， 其中新增了针对手机等电
子设备声音外放的禁止条款，受

到广大市民的欢迎和支持。 但在

实际操作过程中，却常常遇上“落

实难”“执行难”的尴尬。 因此，建
议相关部门能采取更加行之有效

的措施，加强宣传引导、加大劝阻
力度，营造良好的公共交通环境。

首先，应加强宣传引导力度，

提升市民知晓度。建议在车窗、屏

蔽门、 广告牌等醒目位置张贴提

示，同时通过站台广播、车厢宣传
片等途径强化传播效果， 时刻提

醒广大乘客自觉遵守。

其次，应加大劝阻力度，出台

相应惩戒措施。 建议对乘客违规
外放电子设备声音的行为， 安排

工作人员及时劝阻； 如果遇到不
听劝阻、态度恶劣的乘客，出台配

套的惩戒措施， 确保新规能得到
最为有效的落实。

本报记者 陈浩 王军 陆常青 季晟祯 徐驰

新年伊始，12345 市民服务热线已接市民诉

求 90 多万件。其中：投诉类 17 万多件，占比

18.6%；求助类 25 万多件，占比 28.3%；咨询类

42万多件，占比 46.0%。

从诉求内容来看，在城市发展、营商环境、文明

提升中出现的“新问题”引发了市民的“极度关注”，

如：新能源车如何“畅通无阻”、楼宇宽带如何不被

“垄断”、“地铁静音”如何落实到位等。而关乎小区

环境、居住安全的“家门口”的“老大难”———民生工

程如何“好事办好”、“飞线充电”如何强化治理等，

依旧让市民“牵肠挂肚”。

而调查分析显示，这一连串的“民声热点”，几

乎都已出台了相关的政策法规加以规范约束，但在

实际操作中，因为权责不明、细则不清，往往会在

“谁来管”“怎么管”的纠结中，陷入“无人管”“管不

了”的困局。

在 12345 市民服务热线的派单处置中，不少

市民诉求已得到及时回应。但长效机制的建立健

全，急难愁盼的标本兼治，仍然是城市治理者必须

用“极致精细”去破解的方程式。

本报和 12345 市民服务热线将通过对“民声

热点”的督办、发布、建言，促各方拿“真作为”，使问

题能“真解决”，让百姓有“真获得”。“民有所呼 我

有所应 皆有所为”———阿拉一起“帮侬忙”！

      

 部分老旧小区雨污

分流改造急于赶工，施工缺

乏规范化、人性化，留了不少“尾

巴”，影响小区居民的正常生活。希

望政府相关部门进一步提升惠民实

事工程的精细化管理水平， 将好事

做好，提升市民获得感。

市 民 诉 求

1000多件

楼宇宽带 有人“薅羊毛”
      

 不少园区、 小区内

的楼宇宽带网络被代理商、

物业“捆绑合作”，在“垄断式”的

“独家代理”中，宽带服务的门槛和

价格提高了， 宽带使用的速度和体

验却降低了。 希望相关部门推进联

合核查整治， 维护用户的合法权

益，优化楼宇、园区、小区宽带

使用环境。

市 民 诉 求

500多幢楼宇

      

 小区电动车、 新能

源车“飞线充电”问题层出

不穷，由此引发的火灾等事故更

是屡见不鲜，安全隐患重重。 希望

相关部门能疏堵结合， 加强源头治

理， 保障小区的居住安全和居民的

生命安全。

市 民 诉 求

2500多件

地铁静音 禁令“落实难”      

 上海地铁实施“使用

电子设备时禁止外放声音”

的规定后，仍有不少乘客我行我

素， 依旧在车厢内外放电子设备，

开着免提大声通话。其他乘客劝阻也

不听，有的甚至还出言不逊、引发纠

纷， 影响了上海大都市的文明形

象。希望相关部门能采取有效措

施，确保禁令实施到位。

市 民 诉 求

1800多件

新能源车 号牌“识别难”      

 随着国家对新能源

汽车产业的扶持和推广，市

民对新能源汽车的需求快速上

升。近期，不少市民反映，新购买的

沪 AG号段新能源车存在号码无法

识别、 网络预约新能源出租汽车资

质管理系统识别有误等问题，希望

相关部门能完善新能源车使用

的配套保障。

市 民 诉 求

1000多件

本版编辑/?迎欢 蒋俭
视觉设计/?云阳

① 逸仙华庭小区： 雨污分流管道贴着香樟挖，香
樟树根被砍断

② 沁园村小区：雨污分流施工挖出来的泥土随意
堆在路边，无遮无挡

③④ 宝山区锦秋路 699弄：楼内楼外飞线充电屡
见不鲜

⑤ 接入宽带后维护不及时，用户体验差

细听 百姓急难愁真解

① ②

③

④

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