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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区附近没菜场 “高艺培训”人去楼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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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民李女士向“帮侬忙”反

映，自己在上海高艺职业技能培

训学校学习西点制作，然而今年1

月初，学校突然宣布中止办学。

“我的课还没有上完，何时退费也

没有消息。”

根据网上公开资料，上海高艺

职业技能培训学校成立于2004

年，主要提供中餐厨师、西餐厨师、

中式面点师、西点烘焙师等生活服

务类职业工种的技能培训。“高艺

培训”在上海共有2个校区，分别

位于浦东新区北张家浜路和虹口

区东江湾路。

2021年3月，李女士报名参

加了西点初级、中级课程，共交

费4731元。在一年内，不限课

时，随时上课，学会为止。课程

上完后，学校统一安排考试事

项，参加上海市餐饮烹饪行业协

会组织的考试。

李女士说，2022年1月7日，

校方在学员群内突然宣布“中止

办学”的消息。不少学员

来到现场发现，学校已

人去楼空，大

门上的

一张告知书写着：“学校因故暂时

停业，需退费的学员可携带材料进

行登记。”

记者多次拨打校方电话，但一

直无人接听。那么退费问题如何

处理？后续学员怎么参加考试？

随后记者发现，上海高艺职业技能

培训学校在其微信公众号上发布

善后处理方案。通知中回应：“目

前已基本完成最后一次咖啡考试

报名手续。”校方收到考务信息

后，将及时在考试群内更新公

告。记者了解到，针对退费

事项，校方表示会逐一登

记学员付款情况，承诺将

在2月1日前公布清

偿方案。

实习生 刘嘉怡
本报记者 夏韵

多位家住浦东新区康桥镇的市民向“帮侬忙”
反映，康桥镇康弘路沿线竟存在6条“断头路”，居
民只能绕远出行，区域出口路段车辆更是拥堵异
常。多年来，虽然反复求助，但问题始终没有得到
解决。“出行难”日甚一日，到底该怎么办？面对横
在居民心中多年的苦恼，记者前往现场调查。

街道表示一处网点即将投入运营 校方承诺春节前公布清偿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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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条路“断头”17年
周边区域“出行难”

“断头路”围困社区
家住康桥镇海尚康庭的谷先生告诉记

者，他们小区周边北起康佳路，南临康普路，

东近康恩路，西至康达路的区域从2005年开

发至今，17年来周边道路几乎全是“断头

路”。

记者走访发现，除了一条康达路可以通

往外界外，其余的康佳路、康丽路、康汇路、

康浦路、康恩路、康弘路6条路均为“断头

路”，这些道路之间的断头点超过10个，整个

社区被这些“断头路”包围，犹如一座“孤

岛”。不少居民抱怨，“这里可能是全上海

‘断头路’比例最高的社区。”

记者看到，海尚康庭小区的东侧被河道

和S3公路截断，是一条断头路；北侧被河流

和秀浦路截断，同样不通；西面是一条河

流。小区居民出行只有经过康佳路、康丽路

和康汇路，到康达路向北进入秀浦路，或者

向南进入周邓公路，才能驶出这块区域，通

行难度可想而知。

每天早晚高峰时段，由于该区域的马路

近乎条条都是“断头路”，导致周边的小区包

括秀康新城、康桥宝坻、达成家园以及康桥

月苑、昱龙家园北区等11个小区的居民出行

太难太难。

出行高峰堵到崩溃
记者发现，这么多的小区居民出行只有

两个路口与外界连接，秀浦路和周邓公路成

为该区域居民出行的主要疏通点，每天出行

高峰时段车流量惊人，这让不少居民刚驶离

自家小区，就开始了排队。秀浦路和周邓公

路即便实行了高峰可变车道也难以缓解，长

时间的拥堵让附近居民出行苦不堪言。

居民李先生说：“该区域距离罗山南路

仅百米，且‘断头路’区域并无居民建筑物遮

挡，看着罗山南路近在咫尺，由于大量‘断头

路’存在，导致早晚高峰要绕一大圈，要花费

半小时以上才能到达罗山南路，拥堵最厉害

时开车驶离该区域要近1小时。”

如今的早高峰时段，居民就算起早出发

也躲避不了拥堵。“秀浦路罗山南路口，左转

S3公路这里，通行效率太低了，整片区域的

路口就如同大型停车场。‘断头路’导致通行

不畅已经成为常态，我早上6点半出门就堵，

堵到7点才上高架。”家住康桥月苑的金小姐

表示，最近的早高峰时段堵车堵得连小区都

出不去。

通行方案仍在研究
据了解，该区域处于康桥镇、周浦镇及

张江科学城三地结合地带，早在数年前，附

近居民就多次向相关部门反映，建议相关部

门能重视该区域的交通现状，打通“断头

路”，但一直没有结果。考虑到客观因素和

条件的制约，居民们提出：当务之急是先缓

解交通拥堵，至少应该先打通一条该区域通

向罗山南路的“断头路”，解决老百姓家门口

的“出行难”。

面对居民的诉求，记者与康桥镇规建

办取得联系，相关工作人员表示，关于该区

域目前没有相关规划道路通往罗山路地面

路，但考虑到该居住区域实际道路拥堵的

情况，经过他们前往现场的多次核查，规建

办正在研究向上级部门提请相关道路通行

方案。当记者询问方案何时能落地解决

时，对方表示“仍在研究阶段，目前没有明确

时间节点”。

“断头路”何时“不断头”？“出行难”何时

“不再难”？本报将继续关注。

本报记者 陆常青

家住杨浦区国霞路399弄三

湘未来海岸小区的顾老伯向“帮

侬忙”求助，小区附近没有菜场，

加之周边公交配套也不完善，每

次去买菜来回要走一个多小时，

真是“吃不消”。

82岁的顾老伯介绍，他搬来

小区居住已有四五年，附近一直

没有菜场。前些年，在国安路和

三门路口与小区对面都各有一小

超市，虽然菜的品种和数量少，但

至少还能在家门口买菜。后来，

那两个小超市都关了，离小区最

近的菜场在三门路，居民步行前

往要二十多分钟，有些腿脚不便

的老人，甚至要走大半天。他还

说，去年7月，三门路建了人行天

桥，需要从天桥穿过马路去菜

场。虽然天桥设有自动扶梯和无

障碍电梯，但一直处于调试状态，

电梯时而运行时而关闭。“很多老

人爬不动楼梯，只能冒着危险在

车流中横穿马路。”

记者来到三湘未来海岸小

区，从环境来看，周边一带有四五

个居民区，人流量大，虽然四周不

乏各类餐饮店和便利店，但的确

没有买菜之处。

谈及“买菜难”这个问题，居

民们满腹苦水。“小区周边公交线

路少，每次买菜只能靠走路，这一

走就是大半天，我们老年人腿脚

不利索，买菜回来真是累瘫。”75

岁的吴阿婆说，许多老人不会用

手机买菜，网购困难，冬天还能囤

菜，夏天只能顶着烈日，硬着头皮

天天去菜场。

记者与顾老伯一起从小区步

行去三门路菜场。途中经过三门

路立交，天桥下车辆来来往往，车

流量多。由于自动扶梯并未开

启，只能爬楼梯上行，通过天桥

后，又步行了好一会儿，才走到天

门路菜市场。粗略一算，单趟步

行花了半个多小时。

对此，记者与新江湾城街道

取得联系。街道方面表示，三湘

未来海岸小区周边可用于购菜的

点位主要有3个：梁食农产品超

市、国京农贸市场、心城菜市场。

购菜点确实离小区有一定距离。

目前，街道正向区商务委等职能

部门呼吁加快推进菜场的规划落

地，眼下辖区内有在建及规划菜

市场共5个，总面积约5504平方

米，近期已建成清流环二路一处

约500平方米规划菜场（距三湘

未来海岸小区约700米），将尽快

投入运营。街道也承诺，后续将

尽最大努力配合区职能部门丰富

网点建设，满足居民的购菜需求。

本报记者 季晟祯 实习生 张仪玮

■ 老人家买菜得长途跋涉

本报记者 季晟祯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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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康弘路周边有多处“断头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