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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讯（记者 季晟祯）本报 6月 9日 7

版刊发《居民楼地下室改建洗浴中心》一文，
反映普陀区安远路 270号一家商铺底层“大

兴土木”，计划建造洗浴中心，而装修所在区
域是安远路 230弄九茂小区 9号楼、10号楼

和 11号楼的地下室。居住安全怎么办？居民

忧心忡忡。在本报记者介入调查后，地下室被
责令停止施工。

然而让人没想到的是，近日九茂小区居
民再次打来求助电话，称地下室已完成浴场

装修，近期对外试营业。从居民提供的照片上
可以看到，商铺大门口张贴着写有“开业大酬

宾好消息”几个大字的告示，还有“喜乐嘉浴

室经过精心打造，现在对外试营业”等内容。
就在去年 11月，经普陀区市场监管局核

准，安远路 270号底层经营范围为洗浴服务。
后经反映调查，地下室非商业用途，不在营业

执照核准的经营场所内，不能开设洗浴中心。
那么，时隔半年不到，地下室怎么又堂而

皇之地开出了洗浴中心呢？附近居民表示，本
报刊发报道后，地下室装修工程的确“停工”

许久。10月初，居民发现地下室又开始有“小
动作”，不但内部装修已初具规模，还有人前

来安装煤气管道。居民多次向街道反映，得到
的回复是“会约谈商家”。“我们想着街道不会

‘坐视不管’，谁知等了又等，却等来了开业。”
9号楼的陈先生叹息道。

昨天，记者与长寿路街道取得联系。街道
方面表示，自接到居民举报地下室浴场试营

业后，目前已责令商家闭门整顿。“后续会由
平安办牵头，与相关职能部门商讨处理对

策。”对于这样的答复，居民们希望，相关部门
能把各项监管措施落到实处，不要让地下室

浴场一次次“卷土重来”。

地下室浴场遭“喊停”时隔半年突开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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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递进柜不送上门
路边打车常遭拒载

    本报记者与市民观察员走访
多个场景体验老人“愁”与“难”

12 月 7 日、9 日，本
报连续推出“民生调查 ·适
老篇”系列报道，反映老人
们在智能时代遭遇到的种
种障碍。连日来，本报记者
与市民观察员体验了现实
生活中的不同场景，采访
相关专家。看一看，还有多
少“坎”，需要助力老人迈
过去；听一听，还有多少
事，需要更加善待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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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市民孙先生反映，两个月

前网购了一只马桶，开箱后发
现破损，之后多次向平台提出

退款，但一直遭到拒绝。目前，
经本报介入，平台已全额退款。

10月 13日，孙先生在“科
勒卫浴京东自营旗舰店”购买

了一只抽水马桶，支付 2500多

元。两天后，快递员送货上门，
孙先生提出开箱验货，但对方

称只能查看外包装是否损坏，
不能开箱检查。无奈，孙先生写

明“外包装无损坏”并签名。10

月中旬，安装马桶的工人来到孙先生家。打

开包装后，发现马桶底部碎裂。孙先生找

到网购平台要求退货退款，但被拒绝。

他说，联系客服不下 10次，但每次

均回复“已签字确定，不能赔付”。

之后，记者与京东客服取

得联系，经过沟通，孙先生最

终收到了商品退款。

本报记者 夏韵
实习生 张仪玮

取个快递真的好难
身有残疾的市民陈老伯年过七旬，体弱

多病，需要坐着轮椅才能出门。自从前年他

住进家门口一家养老机构后，收取快递就成
了最头疼的事情。“快递小哥经常将快递派

送到附近的快递驿站里，我不太会用智能手
机，腿脚又不便，每次取快递都要辛辛苦苦

花上老半天时间。”

陈老伯告诉记者，一来二去，一些快递
小哥熟悉情况后答应送上门，但大多数还是

径直放入快递驿站。前一阵，儿子和儿媳给
他快递了一箱“红美人”橘子，由于超时未

取，不仅领取时要付费，打开一看，水果还烂
了大半箱，让他心疼不已。

记者与陈老伯所在的养老机构取得联
系。一名工作人员表示，老人反映的情况属

实，他们很同情但也很无奈，机构人手有限，
安排护工取快递会分散精力，还可能造成意

外。“我们把照顾老人的身体与安全放在第
一位，至于其他需求，可以考虑给条件特殊

的老人专门提供服务。而我们更希望看到的

是，全社会适老化服务水平的提升。”

取快递，同样是家住鞍山地区的汪阿婆
的烦心事。汪阿婆患有弱视症，每次快递小

哥直接把快件扔进楼下的快递柜，汪阿婆不
仅要步履蹒跚地上下楼，还要贴近快递柜的

触控面板眯着眼睛使劲瞧菜单栏。这对她来
说，简直是一种“折磨”。“每次，我盯着屏幕

看好久都看不清，还要别人帮助我才能拿出

快递，实在费心费力。”汪阿婆抱怨道。

这些事老人们最愁
这些天，记者跟随罗惠康、徐佩兰等多

位本报市民观察员走访多个现场，真实体验

了老人们的“愁”与“难”。
首先是打车难。家住闵行区银都路的李

老伯患有心血管疾病，急性发病时，需要马
上去医院接受治疗。但是，他在马路边扬招

出租车时，经常遭遇拒载。

12月 10日下午，记者来到银都新村附
近。银都路周边无叫车点，只有一个闲置的

亭子。记者在路边等了 15分钟，许多空车呼
啸而过，没有一辆愿意停下。市民观察员建

议，为了老年人出行方便，相关部门可将亭

子改造，作为出租车扬招点，既方便了老人，
也让出租车司机能安心停车。

其次是取钱难。记者在一家银行看到，
智能设备面前人头攒动，不少老人排起长

队，而一旁的柜台窗口则“暂停服务”。“每个
月我都要来银行领养老金，但是窗口开得太

少，自助取款设备的字体又太小，我耳朵不

好，听不清提示音，麻烦！”陆老伯说。
除此之外，一些医院常用药不全，经常

缺货、断货，为了配药，老年人还要“反复
跑”；还有不少老年人反映，如今哪怕去菜场

买个菜，摊主都会让消费者扫码付款，老年
人想学，但是记忆力跟不上，常常是“前学后

忘记”。

精准分析不同需求
“其实，如果从 55岁退休起算，到 85岁

左右，这 30年间，老年人这个群体‘两极分

化’很明显。不同的人，想法也会非常多变，
甚至截然不同。我认为，社会应当给他们更

多的包容，并通过科学化手段去了解他们的

问题、解决他们的难题，这才是社会进步的

表现。”复旦大学教授顾晓航告诉记者，如
今他自己也迈入了 70岁，常常会思考这个

问题，“比如，我经常去一些老年人的食堂，
看到菜确实很好，但老年人每天晚上需要

吃这么多饭菜么？也值得深思，这里面就要
讲科学。”

顾晓航建议，社会可以利用先进的大数

据等科技手段，对老年人的不同需求加以分
析。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得出科学、精到的结

论，找到这些“适老化”问题的有效解决方
案，真正触及老年人生活的方方面面，让其

晚年安康幸福。
一名养老行业资深专家则坦言，如今，

社会需要“适老化”，老年人也需要“适新
化”。一些老年大学可以开设相关课程，教老

年人如何“触网”，如何更好地使用智能产
品，如何逐步适应新的时代、新的生活。“其

实，更多的老人希望从自己的子女那里获取
新的知识和技能，我们应该多多陪伴他们，

让他们老有所养、老有所学、老有所乐。”
本报记者 徐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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