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吴淞路人行天桥所在的海宁路和吴淞路路口， 是上
海“三纵三横”主干道涵盖的重要路口，两条路通过路口
都是 11车道。 因为路幅宽，车流大，所以没有漆画斑马
线，天桥成为行人过街的唯一方式。

近年来，随着城市建设发展，吴淞路和海宁路周边
的交通需求不断上升，路口“四个象限”百米之内就有 7

个公交站点，涉及公交线路近 30 条，成了公交换乘集
散地。

路口东北角的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是一家三甲医
院，每天门急诊人流不亚于一座大型商场的周末客流，也
是路口四角中流量最大的。 过街人流中，不仅有日常通勤
市民，更有不少行动不便的老人和病人。 对于他们来说，

一座近 3层楼高、50多级台阶的天桥， 成了看病就医的
“拦路虎”。

这种状况，感触最深的除了当事人，还有路口执勤的
交警———因为爬不动天桥，很多人选择从地面穿越。 这样
虽然“方便”，但并不安全。 这些年，这个路口因行人乱穿
马路导致的交通事故时有发生。

虽说法不容情，但在生命面前，尤其是面对老人和病
人，交警们也不得不无奈妥协———经常通过人工干预，护
送那些实在爬不上天桥的体弱者“违法过街”。 为此，虹口
交警支队还向医院借了 4部轮椅车，方便快速推行。

“这些都是不得已而为之，肯定不是长久之计，而且
安全隐患依然存在。 ”虹口交警支队支队长田飞的另一重
身份是区人大代表，多年前，他就开始提交书面意见，呼
吁为吴淞路人行天桥加装电梯。

田飞的一次次奔走呼吁，引起了区建管委、发改委、

财政局等部门的高度重视， 但因为此前北横通道东段工
程曾有过拆除吴淞路天桥的方案， 加装电梯就显得多此
一举，因而建议一度搁置。 去年，随着北横通道施工方案
调整，明确天桥将予以保留，加装电梯工程重新提上了议
事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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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昨天，又是一个高温天。傍晚时分，

家住虹口区东兴小区的李阿婆提着刚
买回来的几袋熟食，乘坐吴淞路人行天
桥新加装的电梯上下天桥，没走几步就
回到了小区。

“有了电梯，现在去乍浦路买点熟
小菜方便多了。”李阿婆告诉记者，以前
要完成这样的一次购物，要么爬上爬下
近 3层楼高的人行天桥，要么就只能绕
路超过 1公里。“天气热，这电梯里还有
空调，真的想得挺周到。 ”

老百姓的点赞，让田飞很感慨。“这
件好事能办成，不简单，可以说是一道
关一道关地过。”特别让他感动的是，在
破解各种难题的过程中，许多原本“事
不关己”的部门主动跨前、主动揽责，让
人充分感受到这座城市的温度。

“最开始，我们和区建管委商量找

谁来修电梯的时候，想到既然北横通道
施工要经过这里， 干脆一事不烦二主，

能不能请施工方顺便把电梯也修了？ ”

田飞于是找到北横通道工程施工单位
的上级主管部门———上海城投公路投
资（集团）有限公司，原以为要费一番口
舌，没想到城投集团第三事务部的领导
听明来意， 马上表示这是为群众办实
事，一定大力支持，并很快明确将加梯
与北横通道建设同步实施。

这并不是一句话的事。上海城投北
横七标项目部负责人才明阳告诉记者，

北横通道建设方案中原本没有装电梯
的配套项目， 这意味着要重新调整规
划，并由城投集团向市发改委重新提出
立项申请。 市发改委了解情况后，也很
快发文同意，新增“吴淞海宁人行天桥
电梯项目”。

为了早建成，早使用，让市民早得
益，负责北横通道东段工程施工的北横
七标项目部还决定提前施工，不必等到
工程修到路口时再修电梯。

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得知要为天
桥加装电梯， 也主动提出要尽一份力，

借医院改造之机，将天桥东北角那部最
靠近医院的电梯工程承接下来。

虹口区建管委相关负责人孙杰告
诉记者，市人大和市交通委此前已经明
确，今明两年将在市、区全面启动加装
电梯工作，到 2022年底全面完成道路
人行天桥加装电梯适老化无障碍改造
工作，实现“应装尽装”。

“吴淞路人行天桥加装电梯的整个
过程，遇到了很多困难，但破解难题的
过程，也为更多人行天桥加梯积累了经
验，提供了借鉴。 ”孙杰说。

    然而，困难才刚刚开始。

一座垂直升降电梯，加上无障碍通
道， 占地面积平均要达到 10平方米。

这座建成已经 20多年的天桥下，并没
有预留安装电梯的空间，要在不影响周
边建筑的情况下塞下 4部电梯，真的是
“螺蛳壳里做道场”。

田飞把加装电梯的四个角，比作“四
个象限”。 首先施工的“第二象限”位于
路口西北角。这里占用的是区里原本要
建设公共绿地的土地。从建绿地变为建
电梯，意味着也要调整规划。 在区政府
的大力支持下，这个角的破题最简单。

与之相对的“第四象限”东南角，原
本是一片已经建成的公共绿地，是一个
小花园。这里的难点在于，绿地里有 3

棵树。 按规定，树围 30厘米以上的树
木，是不能轻易移动的，必须上报市容
绿化部门批准。

由于 3棵树树围均大于 35厘米，

市容绿化部门起初不予批准。后经各方
反复协调，考虑到加装电梯确是为民办
实事， 市容绿化部门最终同意调整，但

要求施工方必须做到拆一棵树补种 5

棵树。

难度逐渐升级。 “第一象限”东北角
与在建的第一人民医院大楼紧邻，加装
的电梯投入使用后将成为使用频率最
高的一部。如何兼顾就医群众的便利性
和实际使用的安全性，是必须着重考虑
的问题。 建设方案为之几度调整。

最初方案是将天桥延伸为连廊，直
接连进第一人民医院新建的门诊大楼，

再利用楼内电梯资源下到地面。但考虑
到从天桥到医院内部有接近 150米的
距离，使用者不可能都是就医者，这样
反给普通通勤者带来不便。

为此， 虹口交警多次牵头区建管
委、医院管理方、电梯建设方以及供应
商等部门协商，不断调整方案，优化安
放电梯井的位置。最终确定的位置充分
考虑了医院新建大楼竣工后的布局，不
但不影响普通的通勤者，就医的市民走
出电梯后， 也只需步行 20米左右就可
进入新的门诊大厅。

4部电梯中情况最复杂的要数“第

三象限”西南角。由于空间有限，这部电
梯的安装要占用一旁森林湾大厦部分
通道和绿化，同时受影响的还有森林湾
大厦里的一家农业银行， 电梯建成后，

包括运钞车在内的所有进出车辆都必
须绕行。

为了取得土地使用权，区土地征收
部门通过征地的方式，与森林湾大厦的
产权拥有方市国资委签订协议，出资补
偿，取得了 9.5平方米的土地使用权。

但是征来的地一经开挖，又碰上了
新的难题———这块土地下方竟然同时
埋有电力、通信和供水管线，如果要将
这些地下管线全部移位，涉及的人力物
力财力投入，要超过 4部电梯的安装总
和，代价巨大。

面对难题，各部门又经过数十次的
实地踏勘和调研， 最终敲定新的方
案———通过抬高电梯，加装升降平台衔
接的方式安装。 建成后，残疾人坐轮椅
可以通过升降装置进入电梯，普通人则
可从边上的斜坡步行进入。目前这部电
梯已开始施工。

一 交警为何“妥协”护送

三 为“应装尽装”提供借鉴

站在吴淞路海宁路路口抬眼望，
1999 年建成的吴淞路人行天桥就像一
个指环，将路口的四角连接起来。

当年，这座天桥曾被赞誉为解决百
姓出行问题的实事工程。但时至今日，
在每天翻越天桥的百姓中，多了对不便
的“吐槽”声。

据有关部门统计，上海现有 264 座
人行天桥，其中有电梯的天桥 133 座，
像吴淞路天桥这样没有电梯的有 131
座。普通人爬一次人行天桥，可能只是
有些气喘。但在老人、病人和残障人士
眼中，这些天桥就像“天梯”，让人望而
兴叹。

吴淞路人行天桥还有另一重典型
性———它毗邻医院，因而加梯呼声格外
强烈。今年 7月 1日，这座天桥西北角
和东南角加装的两部垂直升降电梯投
入使用，另两个角也将在年底前完成
加梯。

听起来似乎一蹴而就。事实上，这
座天桥的加梯之路困难重重，可以说是
“一梯一方案”，一个角一个角地突破，
每个角的故事都不简单。

跨越一座“天梯”，解剖一个“麻
雀”。我们看到的，既有为民办实事一呼
百诺的温暖，也有对未来天桥加梯模式
的启迪。

首席记者 潘高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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