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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在现场看到，紫云路是

一条全长不过千米的道路，其西

起遵义路，往东折北再往西，回至

遵义路（接茅台路），全长800多

米，整体线路呈“U”形。道路沿线

除了尚嘉中心、南丰城、SOHO天

山广场等大型商业中心以外，还

有虹桥豪苑、紫云小区、中紫小区

和联建新村等居民区，路边遍布

商铺，还有一所天山幼儿园。记

者观察到，这里车流密集，除了小

区居民的车辆外，进出商业中心

的车子也要从这里进出。

走在紫云路上，6米宽的道

路，被一排排黄色围栏占据了大

半。路面上大大小小的坑塘达几

十处，车辆不停弹起落下。由于

刚下过雨，坑塘内积满了水，车辆

驶过溅起一片水花，扑向行走的

路人。看着被溅得湿漉漉的裤

腿，张女士连连摇头，“大风天飞

沙走石，下雨天一片汪洋，实在是

吃勿消啊！”

由于施工原因，道路上已经

没有了人行道。机动车、电瓶车、

行人挤在一起混行，由于路面坑

洼、颠簸剧烈，非机动车很难把住

方向，稍不留神就会引发交通安

全事故。“前两天就有好几辆助动

车摔倒，差点被机动车轧到！”居

民魏先生忧心忡忡。

记者在路边看到施工铲车停

在一旁，施工现场空无一人，围挡

外的施工牌上也没有显示工期。

附近小区的物业人员透露，

这条路已修了整整一年，刚开始

工地也见不到几个人，如今干脆

就不动工了。原先很好的路面，

变成了如今这般“惨状”。

这段道路两侧，还有不少商

铺。“进出全是围挡，连生意都没

办法做！”有商户称，商铺去年交

房，原本等着门口的路修好开门

迎客，如今只能干着急。

除了路面残破，紫云路上是

一片脏乱差。记者看到，道路两

边到处散落着生活垃圾。施工围

栏围住的区域除了建筑土堆外，

也形成了一个个垃圾堆。天气炎

热，垃圾散发出阵阵恶臭。

居民张女士讲，道路周边有

1000多户居民，每天开车进出是

一种煎熬。去年7月，小区居民接

到物业通知：紫云路将启动养护

工程，至当年9月底结束。可是一

年过去了，路面施工仍没完成。

“这条路到底要修到什么时候？”

为此，记者与上海市建交委

取得联系。相关部门反馈，目前

正在办理相关手续，道路施工将

在7月底恢复，结束时间将在年

底。同时，为了道路交通安全，近

期将实行人车分流措施。

对于这样的回复，居民们希

望这一次相关部门能说到做到，

让紫云路早点恢复成往日干净、

有序、安全的坦途。对此，本报将

继续关注。

本报记者 陆常青 文/摄

日前，新民晚报夏令

热线接到市民王女士来

电，反映威海路陕西北路

民立中学分部门口的公交

站点，经常出现垃圾和医

疗废弃物乱堆放的情况，

且垃圾车停留时间长、异

味刺鼻，严重影响了周边

居民的日常生活。

“疫情之前这里就成

了‘垃圾中转站’，那时问

题还不明显。但疫情开始

后，大约是6月中旬，这里

开始出现了医废垃圾，有

时甚至敞开着堆在马路

边。”王女士向记者介绍

道，“我们向居委投诉过，

居委说不清楚这里的垃圾

问题应该归哪个部门管。”

更令王女士感到心急的

是，她曾致电街道和区绿

化和市容管理所，电话均

未打通。

日前，记者来到威海

路陕西北路民立中学分部

旁，看到废弃的公交站周

围堆放着许多黄色施工警

示牌，中间围着堆成小山

的塑料路障。原本宽敞的

人行道被面包车和回收废

品的黄鱼车占据，装废品

的蛇皮袋足有半人高。王女士说，

平日里运放垃圾的臭味四处飘散，

连楼上都闻得到。

记者在现场发现，一辆垃圾车

在公交站路边停下，装有垃圾的后

盖大喇喇敞开着，异味从其中隐隐

飘散出来。半小时后记者再次经

过该路段，发现这辆垃圾车仍然停

在那里，未曾挪动半分。

对于此事，记者联系到

区有关部门，并迅速得到上

海静安城市发展（集团）有限

公司回复：王女士反映的清

道垃圾对接点位于南西街道

辖区，该处垃圾站实为城发

集团下属静环环卫分公司作

业一部（以下简称“静环分公

司作业一部”）清道垃圾转运

对接点位，停放垃圾对接

车。由于南西街道范围内无

可供清道垃圾倾倒的点位，

加之街道范围内其他道路车

流、人流较大，为不影响道路

正常通行、确保道路保洁正

常作业，静环分公司作业一

部经与街道协商讨论后，选

定该处为垃圾临时对接、转

运点。垃圾对接车的停靠时

间为上午8：00-10：00，下午

1：30-3：30，静环分公司作

业一部对该处点位保洁工作

有明确要求，即“垃圾不落

地，垃圾全部袋装化直接进

入对接车”以及“对接车辆驶

离后，每日定时安排冲洗车

辆对周边道路进行冲洗，确

保道路无污染”等。

考虑到垃圾车长时间在

此停留确会影响周边环境，

城发集团已要求静环分公司

作业一部对该处垃圾对接点位进

行调整。静环分公司作业一部已

决定取消该对接点位并重新规划，

安排收运车进行循环、流动收运，

减少车辆定点滞留时间。同时静

环分公司作业一部还将进一步细

化作业规范和标准，加强作业流程

监管和作业对接“一手清”等。

志愿者 许芦琰 本报记者 杨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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紫云路修成了个烂摊子
原定工期两个月，去年7月开工至今未完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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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人口老龄化程度加剧，部

分人行天桥因建造年代比较久远，

没有设置无障碍设施，原来是为行

人过街提供便利的天桥逐渐演变

成大众心中的“过街难题”。尤其

对于行动不便的老人、残疾人、患

高血压或心脏病的病人来说，天桥

的楼梯犹如“天梯”，成为他们面前

一道难以逾越的障碍。

老人出门望“桥”兴叹
日前，家住黄浦区盛泽小区的

郑先生就致电新民晚报夏令热线，

反映67岁的他平时经常要去医院

看病配药，由于腿脚不方便，

尽管仁济医院离家不远，

但是每次去仁济医院都要翻过福

建路天桥，一来一去还要爬两次，

十分疲累。“电视里看到吴淞路天

桥已经加装电梯了，去第一人民医

院看病方便了。我想问，福建路天

桥有没有可能也安装电梯？”

接到电话后，记者迅速将问题

反馈至上海市交通委，相关负责人

告诉记者，郑先生提到的福建路天

桥，已于6月恢复施工，计划加装2

部垂直电梯。“今年肯定能竣工并开

通使用，到时候再去医院看病配药

就不用爬楼梯了。”

昨天，记者来到福建路天桥处

进行实地探访。记者看到，延安东

路福建南路路口处已经有一处区

域被施工围挡隔离开来。围挡内，

数名工作人员也在现场正有序进

行着切割、电焊等施工步骤。

而在施工方公示的施工铭牌

上，记者看到，此处正为延安路市

属人行天桥适老化设施完善工程。

“太好了，期待电梯工程能够

早日顺利完工。”在现场，住在附近

的邵女士告诉记者，盛泽小区的老

人特别多，占小区人口的五成以

上，过去岁数大的老人要想到对面

去都很不方便，腿脚不好的也只能

选择绕道走，这样下来时间多了，

也费劲不少，急需加装电梯来满足

老年人的出行需求。

全市范围“应装尽装”
记者了解到，今年全市范围内

将有多座天桥加装电梯以满足周

边居民的出行需求。

“截至目前，今年市府实事项

目中38座人行天桥有加梯计划，

目前已经开工29座。其中浦东东

方路栖霞路、黄浦重庆南路2座天

桥已经竣工并投入使用，其余天桥

今年11月底前全部竣工。”在现

场，市道路运输局设施养护监督处

刘兆吉告诉记者。

刘兆吉表示，2021年开始，市

交通委积极践行“人民城市人民

建、人民城市为人民”重要理念，启

动道路人行天桥无障碍化、适老化

改造。对全市范围内跨越道路的

人行天桥进行深入排摸，采集建设

年代、结构形式、进出口、电梯设置、

周边无障碍通道、交通需求等关键

信息，编制出“一桥一图册”，全面厘

清了全市天桥加梯工作的“底数”，

并先后出台了《上海市道路人行天

桥加装电梯导则》（试行）和《关于道

路人行天桥加装升降电梯和无障

碍环境改造工作的指导意见》，为

加梯工作提供现实的技术支撑，形

成了天桥电梯的长效管理机制，打

造无障碍交通出行样板示范。

“今年，市交通委进一步明确

道路人行天桥加装电梯‘应装尽

装’，重点聚焦中心城区、交通枢纽

周边、大型医院周边、主要商业区

和大型居住区等重点区域的天桥，

并同步考虑无障碍出行需求，确定

全市38座道路人行天桥将加装垂直

电梯，完善更新交通基础设施，保障

有特殊需求的广大群众平等参与

交通、共享高品质生活，构建便捷

联通、舒适宜人、无障碍的慢行交

通环境，让腿脚不方便的老年人等

群体不再望桥犯愁。”刘兆吉说。

本报记者 杨硕
志愿者 杨新桐 李瑞阳

上海市交通委：38座人行天桥有加梯计划，29座已开工

天桥无电梯 老人攀登难

长宁区紫云路118弄虹桥豪苑的
多位居民向新民晚报夏令热线反映，小
区门口的紫云路自去年7月开始整修，
原本说好两个月工期，却整整拖了近一
年！如今围挡不撤，也不见动工，路面
坑坑洼洼，环境脏乱不堪，周边小区
1000多户居民步步惊心、苦不堪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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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昨天，延安东路福建南路人行天桥电梯加装工程正在建设中

▲ 加装电梯工地
本报记者 孙中钦 摄

今日关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