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首席记者

宋宁华）“没想到我们旧
改征收小区也变得‘高大

上’，实现人车分离，连住
在商品房的子女看了都

羡慕。”家住浦东惠南镇
民乐城建欣南苑小区的

居民张银汉自豪地告诉

记者。今天上午，该小区
的“人车分流”项目正式

启动，成为浦东新区第一
个实现“人车分流”的

旧改征收小区。

高档配置
进旧改小区
今年 68岁的居民张

银汉是从黄浦区搬来的，

他告诉记者，自己一年前
搬进新居。该小区所在的

惠南镇民乐大居是上海
最大的市属保障房基地，

居民多数是从市区搬过

来的，而且以老人居多。
伴随着建欣南苑业

主的相继入住，一些社区
矛盾逐渐显现。比如小区

行车对年老体弱者造成
安全隐患、地下车库空间

较大但使用率不高、电瓶
车与机动车抢占地面车位

等。“小区路面上的车辆行
驶存在一定的安全隐患，

地下车库又空空荡荡，能
不能把资源有效利用起

来，对小区做个升级呢？”
有居民提出建议。

社区治理从来都是
大难题，一个居民构成复
杂的旧改征收小区更是

如此。解决问题的关键在于“深入
调研、充分沟通”。从今年 4月开

始，小区里的街坊邻居们就开始
尝试通过民主议事的方式解决小

区人车分流的问题。居民志愿者
们开展了为期 5 天的深入调研，

并会同物业公司、小区居民等多

次讨论小区内部道路“人车分流”
的可行性和执行方向。

为了解决在第一轮公众征询
中出现的矛盾，在惠南镇社区基金

会的联系下，小区于 10月邀请第
三方社会组织———上海屋里厢社

区服务中心开展了 3场居民参与
式听证会，近百人次社区居民参与

了听证。听证会融入“社区引导”
专业技术，通过引导社区各方围绕

“人车分流”表达想法和诉

求，最终达成意见共识，形
成了解决方案。

拿下一个个
“拦路虎”

记者了解到，在项目
初期，面对居民们各种各

样的需求和疑问，曾遇到
过重重阻力。在第一轮公

众征询当中，非车主居民
基本持赞同或无所谓的态

度，但遭到近 8成车主的

反对。反对的理由主要有
地下停车费用贵、不方便、

地下车库环境差等。其中，
停车费成为“有车族”反对

的首要原因。“路面停车收
费每个月 150元，地下 300

元，还要多开一段路，不是
更不方便了吗？”

针对这些问题，居民
区积极和物业沟通，综合

居民意见，双方协商达成
了共识。最终物业形成了

新的停车收费标准，同意
将地下车位的租金降低到

每月 200元，每周还为居
民提供了一次“亲情车”的

福利，即来探望的家人每
周免收 8 小时停车费，受

到了居民们的普遍欢迎，
价格问题迎刃而解。

同时，针对居民反映
地下车库的环境问题，包

括积水、卫生、灯光等，物
业已经着手改善；在硬件

设施上，崭新的车库指示

牌已做好，新能源汽车充
电桩安装也在计划中。

经过半年多时间，小区居民们

终于达成共识，使“人车分流”项目
进入了执行阶段。12月 3日起，小

区“人车分流”开始试运行阶段，小
区居民组成的志愿者小组，自发在

小区道路上担任宣传引导和维护
秩序等工作。

今天，终于迎来了“人车分流”

项目正式实施的好日子。由于腾
出了地面空间，小区增设了户外长

椅、健身器材等设施，居民们对小
区的变化赞不绝口。张银汉在浦

东成山路还有一套房，但他决定在
建欣南苑小区养老。“小区周边配

套方便，离地铁、医院等都不远；小
区里环境好、很安静，人车分流后

档次上去了，更舍不得走了。”

“一键叫车”需“多轮驱动”
屠瑜

新民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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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静安区临汾路街道牵手
上海电信 IPTV上线 “电视出行”

服务， 老人可以在家操作遥控器来
呼叫出租车。而这并不是上海出现的
第一次便民叫车服务，此前就有“扬
招杆叫车”“安康通” 等诸多形式，但
多数成效不彰。老年人“打车难”成为
“老大难”，原因到底在哪里？

去年 9月，“申程出行”App上
线试运行的同时，推出了线下“一
键叫车”服务，在全市范围内安装
了近 200根扬招杆。 乘客只需按
下路边候客站扬招杆上的呼叫键，

就可以呼叫出租车。这一原本让人
满怀期待的“便民实事”，却很快遭
到了“呼叫后无司机接单”“扬招杆

‘死机’无人维护”等不少投诉。 如
今，扬招杆印上了二维码，用户微
信扫码，便能通过小程序“一键叫
车”。 虽然这一方式让扬招杆不致
完全沦为摆设， 但也明显资源浪
费，大材小用，让人可惜。这恐怕是
急于上马，没有提前做好统筹设计
规划，导致项目未达预期。

去年，在一次访谈中，针对老
年人出行，上海市道运局客运处副
处长王珩洁表示，交通管理部门前
期联合相关部门结合 “安康通”的
相关服务，由出租汽车企业来承接
老年人的叫车服务，100%满足“安
康通”所发送过来的老年人的叫车
需求。 网上搜索资料发现，十几年
前，“安康通”为老紧急呼叫援助服
务不止一次被列为上海市府实事
项目。按下按钮，无论何时何地，无
论是叫车、 送报之类的琐碎杂务，

还是紧急送医、 安全求助等紧急
事，都能一键按通。 然而，随着“安
康通”市场化运营后，略贵的价格
使多数普通老年人望而却步。

“电话叫车”被很多人认为是
老年人打车的最好方式，但“电话
叫车”的普及也受到了种种制约。

大众客户中心陈经理分析， 大众
出租一直都保留着“电话叫车”服
务，还升级了“助老就医”服务。 但
是， 因为老年人速度没有年轻人
速度快， 现在市区有许多马路边
黄线不能停车的区域， 驾驶员因
为老年人上下车、 结账速度慢等
原因被电子警察拍到， 后续会发
生一些其他费用， 也会导致部分
驾驶员不愿意去接这类承担社会
义务的订单， 如果要给老年人用
车提供更多服务， 不是光出租车
公司就能够做好， 还要社会方方

面面一起努力， 为老年人等特殊
乘客叫车提供更多便利。

国务院新闻办去年举行的《关
于切实解决老年人运用智能技术
困难实施方案》 政策例行吹风会
上，交通运输部新闻发言人、运输
服务司副司长蔡团结表示，要“保
障老年人不会上网或者没有手机
也能打车。在医院等老年人出行集
中的场所推动设置出租汽车停靠
点、 临时候车点以及临时叫车点。

指导鼓励网约车平台，优化约车软
件，增强方便老年人使用的一键叫
车功能，降低操作难度，让老年人
能用、会用、敢用、想用”。

今年有一种叫“一键叫车智慧
屏”的新事物颇受市民好评。 6月，

全市首批 100台具备刷脸叫车功
能的“一键叫车智慧屏”全部启用，

近日全市又新增了 100 个点位，

其中，愚园路上的一个公用电话亭
变身“打车亭”，也让人眼前一亮。

“我在我们协和家园小区门卫
室放了一个，老人就算没手机也没
关系，保安可以用手机号码帮老人
叫车，老人上车付费，就和以前的
‘扬招’一样了。 ”长宁区绿八居民
区党总支书记刘观锡说，现在数字
化时代，老人特别不容易。 人到了
一定岁数， 每个人都会有脑力衰
减，需要我们社会的帮助，社区的
后援。

方便老年人打车，任何时候不
能以利益为导向， 或图一时热闹。

服务老年人更多是一种社会公益，

一份城市责任。政府、企业、社区都
付出一点，老年人配合一点，才能
共同创造一个终端平等的和谐社
会。 如此，老年人打车问题自然会
迎刃而解。

    今天上午，“电视出行”一键叫

车服务，在临汾路街道试点试运行，
李奶奶开心地说：“装好‘一键叫车’，

就再也不用在冷风里等车了！”率先

牵手上海电信 IPTV试点开展“电视
出行”服务，是临汾路街道打造“数

字新社区”的第一个服务新体验。

家中打车方便快捷
一大早，记者来到街道设在阳

曲路 391弄小区的家庭养老院样板

间，和李奶奶一起体验“电视出行”

一键叫车服务。在上海电信数字生

活部产品经理的指导下，李奶奶打
开电视机，在 IPTV首页选择“一键

叫车”，通过自动搜索，屏幕上就会
出现附近可上车的地址选项，李奶

奶选择离家最近的上车地址后，按
下按键，然后根据屏幕上紧接着出

现的下车地点，再按键选择下车地

点。此时，屏幕左侧会显示机顶盒绑
定的默认手机号，也可以在屏幕右

侧输入要发给驾驶员便于联系的手
机号。再点击“确认呼叫”，在确认屏

幕上显示的信息无误后，最后点击
“立即叫车”。后台会第一时间发送

一个出租车信息的短信到李奶奶的

手机上，上面有接单驾驶员的姓名

和车牌号，并显示“车辆正全速赶

来”的信息，整个叫车过程只花了一
分钟不到。

对记者提出的“驾驶员如果嫌
运营路途近，不愿意接单怎么办”的

疑问，街道工作人员表示，后台已制
定相关机制，确保驾驶员及时接单。

临汾路街道办事处副主任陈黛

静介绍，现在已开始组织老人到样
板间体验这项服务，如果老人愿意，

就会到老人家中进行安装。
在今天上午举行的街道与上海

信投、天翼数字生活科技有限公司、
中国电信上海分公司北区电信局共

同签订战略合作协议活动中，记者
还了解到，街道把生活数字化转型

与居民体验紧密结合，为居民群众
特别是老年群体提供更有“温度”的

社区服务。

数字化便民小助手
临汾路街道自去年以来，着力

打造了“临小二”线上服务平台，各

类社区服务都可以通过平台预约，
内容包括约服务、约空间、约走访、

物业报修等 10多项便民服务。临汾

路 375 弄试点小区的居民纷纷表

示，最直观的感受就是实现了居民
活动室 24小时开放。居民前往居委

会门口的“临小二”系统，只需按指
引操作，便可预约活动场所，到时间

自行按密码打开活动室即可。

街道还在星城花苑小区率先
打造了沪上第一个社区不打烊服

务区———“数字小屋”，约 15 平方

米的空间里，添置了“一网通办”自
助机、AI“一分钟诊所”、水电煤缴费

一体机、网上图书馆以及共享打印
机，面向居民 24小时开放。星城花

苑小区居委会还为社区老人们引入

了一台“养老数字伙伴”智能机器
人，配有液晶显示屏和语音，为老

人们提供定时提醒、上传各类体
检数据等功能，是老人们日常生活

的“小助手”。
据了解，临汾路街道还将在明

年着力打造“五新”数字社区标杆示

范点，围绕新基建、新空间、新形态、
新模式、新体验，构建家庭、小区、社

区相互交融的生活数字化转型模
式，让每一位临汾居民都能够更好

地融入数字生活、乐享数字生活。
本报记者 江跃中

数字新社区 便民新体验
“电视出行”叫车服务率先在临汾路街道试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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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临汾路街道居

民李奶奶在社区样
板间体验 “电视出

行”一键叫车
本报记者 张龙 摄

    家住临汾路街道的 68岁李奶奶不太会使用智能手机，有时
外出需要打车，只能通过传统的“扬招”方式，遇到刮风下雨，苦
等许久都不一定打到车。街道和上海电信合作，为街道独居老人
家中电视机上的 IPTV升级了“电视出行”功能，老人们只需在
家打开电视按几下遥控器，即可呼叫到出租车，方便出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