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们小区里没有装修垃圾堆放

的固定场所，装修垃圾随意堆放，影
响小区环境，希望尽快来处理一下。”

今天上午，上海市副市长汤志平来到
第 29届新民晚报夏令热线接听市民

来电。在第二个投诉中，市民反映杨
浦区长海路一小区有装修垃圾随意

堆放。本报记者上午赶赴现场，实地

查看。

装修垃圾随意堆放
上午 9时 15分，记者赶到了长海

路。该小区为老式新村，没有固定的建

筑垃圾堆放场所。眼下正值上海的装
修旺季，小区里有好几户居民家里正

在装修。拆下的门板、地板以及产生的
袋装建筑垃圾，只能就近堆放在各幢

楼门洞前的花坛中。有些建筑垃圾将

花坛里的树木围了起来，有些则紧贴
着私家车存放，确实不太美观。

对此，上海阳广物业管理有限公
司缪经理表示，这个小区建于 1994

年，是个老旧小区，有 1000多户居民。
小区内二手房交易量较大，装修的人

家也接连不断。“我们也曾经千方百计

寻找固定的建筑垃圾堆放场所，也征

求过不少居民的意见，但老小区条件
所限，没有找到合适的地方。现在，一

般两到三天就会通知环卫公司来清运
一次装修垃圾。”缪经理说。

10时 20分许，杨浦环卫部门接通
知赶到现场，铲车和清运车开进了小

区，开始对小区内的装修垃圾进行清

运。至记者发稿时，清运工作仍在进
行。据悉，这些装修垃圾将被运往民星

路的装修垃圾中转分拣点。

周四起将实施新规
在接听居民的投诉电话时，汤志

平表示，上海的部分小区确实存在空

间较紧张情况，装修垃圾无法集中堆
放。接下来上海将新增两种投放模式，

一是投放到临时交付点，二是投放到
专业回收箱。“本市一些街镇已经在开

展试点工作。”汤志平说。

在现场，记者遇到了上海市资源
利用和垃圾分类管理事务中心副主任

陶中伟。陶中伟表示，上海市绿化和市
容管理局、上海市房屋管理局近期已

联合印发了《关于加强本市装修垃圾、

大件垃圾投放和收运管理工作的通

知》（沪绿容规〔2021〕3号）。从 7月 15

日起该通知将正式实施，有助于推行

“装修垃圾不落地”。

新增两种收运模式
新增的两种建筑垃圾收运模式如

何运行？陶中伟介绍：“一种模式是‘垃

圾搬家’，居民和装修垃圾收运企业约
定好收运时间和临时投放地点位置，

清运企业在约定的时间上门收运，可
以减少装修垃圾在小区的停留时间。

另一种是‘回收箱模式’，我们研发了

建筑垃圾专业回收箱，有 5吨、10吨
等各种规格，可以通过挂臂拖挂移动，

一两个车位的位置就可摆放一个箱
子。居民可以直接预约，或通过物业预

约回收箱，将装修垃圾投放到箱内，装
满后整箱运走。”

陶中伟表示，专业回收箱也不是
随意摆放，摆放位置应服从物业管理。

目前，本市长宁区、普陀区的一些街镇
已在开展试点工作，将为下一步全面

推广积累经验。而长海路街道房管办
事处副主任周亮表示，街道也已收到

了该通知，目前正在制订实施方案。

至于居民们关心的价格问题，陶
中伟表示，下一步全市的装修垃圾将

按“谁产生谁负责”“产生多少付费多
少”的原则来进一步规范收费。同时，

“按面积收费”将逐步向“按产生量收

费”过渡，各区的收运价格将通过装
修和环卫行业相关协会以及政府官

网公示。
本报记者 金旻矣

“第二单”：铲车清运车开进小区开展清运工作

小区装修垃圾随意放，谁来管管？

第 29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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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好，这里是夏令热线，请问有

什么可以帮到您？”上午 8时 33分，
上海市副市长汤志平接听第一个市

民来电。市民王先生反映，近期开车
经过外滩隧道的时候，发现里面的路

灯一半较亮一半较暗，是否可以全部
调成亮的？

对第一个来电，汤志平副市长回

应，情况确实存在。“这是由于近期上
海正推进道路照明节能减排，助力实

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外滩隧道内
的隧道灯节能改造就是其中一个项

目。下一步会要求有关部门安排好作
业时间和施工方案，减少改造对市民

带来的不便和影响。”
上午 9时 18分，记者驱车赶到

外滩隧道，来回开了一圈后发现，目
前隧道内的灯光已没有“一半是明一

半是暗”的现象了。就此，记者致电外

滩隧道照明设施改造的建设方上海
市城市综合管理事务中心，副主任赵

宁告诉记者，为了尽量减少对交通的
影响，外滩隧道的照明设施改造是结

合养护工作来推进的，因此改造周期
较普通道路时间要长。

“外滩隧道的灯具投运时间超过

10年，原有灯具经过长时间工作，透
光罩的透光性和反射器效率严重下

降、照度下降，影响隧道的正常运行，

存在安全隐患，亟需更换。”赵宁说，
此次的改造项目从 2021年 4月进入

施工阶段，截至昨天已基本完成全部
隧道灯的改造，包括 1767套隧道灯

和 380套应急灯，预计本周将完成全
部灯光的调试工作。

根据国家绿色照明计划，此次

外滩隧道照明改造项目实施更换

LED灯方案。在改造的同时，降低
能源消耗、减少污染物排放。而之

所以市民前些天开车会感到隧道
内的灯光“一半是明一半是暗”，赵

宁解释这是由于之前还在隧道灯的
调换过程中。“调换前的无极灯色

温高，是白光源，而此次替换的LED

色温较低，前些日子还没有全部完
成更换。”

记者获悉，近期上海正加快推进
道路照明节能减排，将在制定梳理

全市统一道路照明技术标准的基
础上，先行完成城市道路和市管公

路照明改造，来推动城市基础设施
数字化转型，建设宜居、绿色、智慧

城市。
本报记者 裘颖琼

    “您好，这里是夏令热线，请讲。”

今天上午 8时 33分，第 29届新民晚
报夏令热线的 001号志愿者、上海市

副市长汤志平坐上夏令热线的接听
席，倾听市民和读者来电。在接听了三

通热线电话后，他接受了记者的采访，

介绍本市推进精细化城市综合管理工
作的一系列新举措。

大到架空线入地，小到行道树的

树穴美观，在上海加强城市精细化管

理的第二轮三年行动计划中，群众身
边的大事小事做到了“事事关心”。

汤志平表示，今年是贯彻落实《中共
上海市委、上海市人民政府关于加

强本市城市管理精细化工作的实施
意见》第二轮三年行动计划的开局之

年，要在第一轮三年行动计划的基础

上，践行好“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
市为人民”的重要理念，围绕三方面的

重点———
■ 紧紧围绕民心工程，做好架空

线入地、加装电梯、小区停车、一江一
河等工作。

“比方说架空线入地，上一轮三

年行动计划中，我们安排了 470 公

里；新一轮要加大力度，达到 600 公
里。还要推进既有多层住宅加装电梯

工程，确保每年加装 1000台以上，目
前本市已经签约了 2600多台，有望

提前超额完成任务。”对于市民提出
的停车难，三年要安排 100个项目，

总共新建 10000个车位，重点满足老

旧小区、医院周边的停车需求。还要

进一步提升黄浦江、苏州河两岸的服
务配套设施，提升景观、灯光等综合

环境。
■ 结合老百姓身边小事，让市民

有实实在在的获得感。

针对城市管理的薄弱区域，要在

部分城乡结合部、撤制镇区展开专

百姓身边事 事事都上心
    一年一度的夏令

热线今天上午拉开帷
幕。从去年的建科大

厦到今年的延安东路
1200号，虽然接线地

址有了变化，但有些
传统依然被保留下

来，譬如“热线会诊”。

往年，每一届热
线接通之前，市建设

交通系统相关负责人
都会早早地来到现

场，热议城市管理的
热点问题，今年也没

有例外，一场汇聚上
海建设交通行业精英

的“热线会诊”今天早
上如期上演。

上午 7 时 40 分
左右，市道路运输局

副局长周英第一个抵
达会场，她详细了解

了新民晚报夏令热线
29年的历程。随后不

久，市建设交通工作
党委书记王醇晨也

来到接线大厅，向工
作人员详细询问了

今年的接线准备情
况。市建设交通工作

党委副书记周志军和
市信访办副主任李锐

也陆续加入到相关讨

论当中。
8 时整，市水务

局局长、党组书记
史家明和市住建委副

主任、市房屋管理局
局长王桢也走进会

场。史家明表示，根
据气象预测今年高

温天的天数可能会

比较多，水务部门将
着重关注供水安全

保障市民用水需求，
史家明还希望借夏令热线之机再度提

醒大家节约用水。
王桢表示，加装电梯是上海规模较

大的适老化改造项目，也是民心工程的

重要组成部分。从市民热线的反映情况
来看，这一问题近年来很受市民关注，

今年房管部门将推进这项工程的提速，
尽快改善更多市民的居住条件。

在热烈的讨论氛围之中，越来越
多的出席人员来到会场。市绿化市容

局局长、党组书记邓建平，市信访办
主任王剑华，市建设交通工作党委副书

记、市住建委主任姚凯，也先后抵达并
就夏季市民普遍关注的一些问题进行

了探讨。

“夏天，如果小区里的湿垃圾不能
得到及时清运，气味将会十分刺鼻。”

邓建平表示，天气炎热，小区垃圾清运
问题也一直备受关注，今年市绿化市容

局也将重点关心这类投诉，尽力改善市
民的小区居住环境。

距夏令热线开线时间愈来愈近，接

线大厅内的氛围也渐渐热闹起来，市城
管执法局局长徐志虎，市建设交通工作

党委副书记、市交通委主任于福林等也
先后加入到讨论之中。

8时 18分，上海市副市长汤志平

和上海市政府副秘书长王为人抵达会
场。汤志平首先就今年夏令热线的接线

安排和采访环节，与新民晚报社党委书
记、社长朱国顺进行了交流。汤志平还

表示：“人人都是城市管理者，一旦市民
发现城市管理中的问题，欢迎大家通过

夏令热线平台反映给我们。”
8时 33分，随着第 29届夏令热线

的正式开通，这场“会诊”也落下帷幕。
本报记者 杨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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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市长汤志平现场接热线 鼓励市民为城市管理支招
项环境整治行动，同时对全市小

区内部道路进行梳理，将其纳入
市政道路设施的内部道路管理，

改变环境、安全、养护不尽如人意
的现状。“部分道路的隔离栏太

多，不美观，我们要改造。有的行
道树树穴没有盖起来，尽管是很

小的事情，我们也要管，要做到盖

板平整、完好、美观。还有最近市民

很关心的流浪猫狗，政府会拿出有
序管理的方案。”

■ 更加关注智慧赋能。

上海要进一步完善数字底座，

构建神经元感知网络，运用大数据
分析、人工智能等技术，实时监测

城市运行，加强城市运行风险的预

判预警。“我们还要打造更多数字

化应用场景，用更多技术手段提升
城市治理能力。”

今年，新民晚报首次联合字节
跳动，在抖音平台开设 #新民晚报

夏令热线 #话题，市民可上传有关
城市精细化管理的短视频，提出建

议，反映民意。汤志平对此表示“非

常欢迎”。“人人都是城市管理者，

一旦市民发现城市管理中的问题，
欢迎大家用短视频直观、直接地反

映给我们，相信可以更快地解决问
题。”他说，这一做法值得鼓励和倡

导，也将成为未来市民参与城市管
理的重要方向。

本报记者 张钰芸

■ 汤志平接听市民来电

本报记者 陈梦泽 摄

 “第一单”：问题解决，照明节能改造已基本完成

隧道内路灯半明半暗，能否调亮？

    今天上午，市民徐先生向新

民晚报夏令热线反映，奉贤区金
汇镇大叶公路某厂区内有违法搭

建，还占用了消防安全通道。副市
长汤志平接电后要求，区违法建筑

治理部门立即赴现场查勘，对涉及
占用消防安全通道的违法建筑，将

予以依法拆除。记者随即赶赴现

场采访。

大棚占用消防通道
今天上午 10时 25分，记者一

行驱车来到位于奉贤区金汇镇大叶

公路 7278号泰磊工业园区内。走进
上海明隆金属结构有限公司的园区

后，记者看到，位于厂区西侧的消防
通道上，搭建了大片的彩钢棚。这样

一来，原先 5米宽、36米长的消防通

道被企业给生生占去。消防通道被

用来堆放钢材、板材和杂物等等，消
防车根本无法驶入，存在严重的消

防安全隐患。
接到电话后，金汇镇拆违办工

作人员也赶到现场。经现场确认，除
了这处彩钢棚，企业还搭了一间彩

钢板设备间，均属于违法搭建。

金汇镇拆违办工作人员在现场
约谈了企业负责人。对方坦言，之

前，为图方便，在消防通道里搭了彩
钢棚，主要用于堆放钢材；为了保护

一台电机设备，又建了一个彩钢板
房。“我们确实没考虑到安全问题，

现在愿意配合拆除。”

现场拆除两处违建
经金汇镇拆违办联系后，工人

们随后进场，开始着手拆除。工人

们先将原先堆积的钢材和杂物悉
数清理出来。随后，数名工人戴好

安全帽，爬上棚顶：两名工人将
螺丝卸去后，在两端共同用力一

拉，一块大型彩钢板被整块拆除。

随后，一名工人拿出钢结构用气焊
设备，开始切割钢梁。另外几名工

人则小心翼翼地爬上违建设备间
的房顶，用撬棍将彩钢板泡沫顶板

拆下。
金汇镇拆违办主任吴永青告诉

记者，预计该厂区内的这两处违建
都将在今天之内拆除。

对违法建筑“零容忍”

这处违建已然开拆，但类似相
对隐蔽的违法建筑，会不会陷入“拆

了搭”“搭了拆”的窘境？对此，吴永
青告诉记者，他们已有了应对之策。

第一，加强自查。 目前，拆违办
使用包括航拍等最新设备， 让辖区

内的违法建筑“无处遁形”；

第二，落实队伍。 镇拆违办组织
成立了“违法建筑巡查组”，分配到辖

区内的 4个园区里，加强日常监管；

第三，聘用力量。 聘请专业的第

三方安保公司， 请相关人员协助现
场巡查，并将情况汇总到镇拆违办，

一经核实，立即拆除。 “不管是居民
用房，还是企业工厂，只要是违法建

筑，我们一视同仁，一样‘零容忍’。 ”

记者还了解到，今年，对于侵占

消防安全通道的行为，相关部门将
全部认定为重点类型违法建筑，并

督促予以拆除。截至 6月底，全市共
计拆除违法建筑 6414处、109.96万

平方米，其中，拆除重点类型存量违
法建筑 4531处、69.98万平方米。

此外，还将严格要求各区、各街
镇对侵占河道、道路、公共绿化、桥

荫桥孔等公共空间的违法建筑进行
彻底梳理和整治，对标“让城市更有

序、更安全、更干净”的发展目标，确
保城市公共空间美化、整洁。

本报记者 徐驰

违建彩钢棚占消防道
何时能拆？

物业维修成投诉高频词
    本报讯（记者 王军）夏令热

线今天上午 8时 30分开通以后，
众多市民和读者积极表达民生诉

求，参与城市管理。电话铃声频频
响起，投诉举报和反映城市综合治

理问题的来电持续涌入热线。截至

上午 11 时记者发稿，12345 热线
共接到来电 5047个。

根据上午的来电统计，市民和

读者比较关注的问题主要集中在：
物业维修、违法建筑、物业安保、垃

圾清理等城市管理问题上。
针对投诉频次较高的“违法建

筑问题”，12345 热线相关工作人
员介绍，市民反映滨江公园壹号小

区在 2018年售楼时就以“偷面积”

为卖点，后被执法部门认定违建，

样板房相应偷面积位置被拆除做
成镂空。现在该小区交房后，业主

纷纷重搭违建，甚至可以从房屋中
介挂牌户型图和照片中看出认定

违建部分已被重新浇筑。市民希
望，相关部门采取措施整治违建。

接到市民和读者来电后，

12345热线已将情况及时派单至各

区政府、市交通委、市房屋管理局等
单位进行处置。本市供水、排水、绿

化、市容环卫、城管执法、公交、出
租、轨交、居住物业、市政道路、建筑

施工和电力等行业，都将以积极负
责的态度及时受理来电诉求，保障

广大市民和读者安然度夏。

“第三单”：存安全隐患，今天拆除两处违建

外滩隧道

■ 目前外滩隧道照明节能改造基本完成，已没有“一半是明一半是暗”的现象

本报记者 陈梦泽 摄

杨浦区长海路

■ 杨浦区环卫工人在现场清运建筑垃圾 本报记者 陶磊 摄

2个半小时 5047个来电涌入热线

杨浦区长海路

奉贤区
泰磊工业园

■ 工人在拆除违法搭建的彩钢棚 本报记者 王凯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