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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门全封，只留一个门进出，
这种情况不是个案！不说40℃的天
要辛苦绕路，行人、助动车、机动车
都从一个门走，不是反而更会造成
人员聚集吗？！”“类似问题在不少
小区都存在，希望政府有关部门重
视并妥善解决，物业让居民在酷暑
下绕行，于心何忍？”……

7月25日，本报夏令热线报道了
浦东一小区因疫情防控、小区保安人
员不足，封闭了小区靠近地铁口的一

扇门，居民乘坐轨交不得不绕个大圈
子的问题。谁知，报道刊发后引来更
多读者吐槽，大家在评论区“共情”：
自家小区也遇到同样的问题，不知究
竟应找谁解决。
打开小区大门小门，方便居民进

出，为何如此困难重重？这一看似不
难的“难题”，到底会不会有解题人？
最近两天，本报继续派出多路记者，
实地走访8个小区，和读者一起寻找
答案。

我家小区有一扇边门，直通商圈、轨交站，
是小区居民最常走的近路。从上海今年疫情暴
发后，这扇门就一直锁着，为了少绕路，居民们
天天盼能早点开门，但被告知要参考两年前的
开放模式。记得2020年第一波疫情时，这扇门
是直到上海乃至全国基本实现疫情清零，才恢
复开放的。这下麻烦了，看来边门是一时半会
开不了了。
问了一圈身边的同事，情况基本上差不多，

个别几位昂首挺胸地回答：“我家边门开了。”顿
时引来一片艳羡的目光。唯一感到欣慰的，是
我发现自己还不是最惨的。同事小解，就住在
她家小区边门旁，对面是轨交站，原本出小区只
要1分钟，现在绕一圈需要20分钟。小解说这
几天太热，绕远路晒得苦透苦透，她自己年轻走
走还能克服，看到几位老年人也不得不这样绕
个大圈子，走得气喘吁吁的样子让她非常同情，
这边门怎么就不能开了？
在上海6月1日城市生活逐步恢复常态后，

小区封边门的情况非常普遍。了解下来理由都
基本一致：保安人手不足，要确保监督进小区人
员扫码测温，所以只开一道正门，希望居民们理
解配合，等疫情缓解了再开放。
在这里，想问几个问题。第一，小区恢复常

态后继续封门，这个决定是怎么形成的？每个
小区情况各有不同，防疫部门不会把政策具体
细化到个案上。一般都是各小区物业、居委会、
业委会来决议此事。那么，这个过程是否充分
征询了社区居民们的意见，让他们事先参与？
第二，封到什么时候有没有一个说法？“等

到疫情缓解”的具体标准是什么？在新冠病毒
奥密克戎毒株不断升级进化的情况下，各方形
成的一种共识是，与疫情的“战斗”可能会成为
一种常态，不断将疫情的火苗扑灭，尽量确保社
会正常运转，是动态清零最主要的策略。那么，
作为开门依据的“疫情缓解”就应当有一个明确
具体的标准，而非凭感觉来确定。
第三，居民们有开放边门的愿望，去哪里商

量这件事？许多小区的居民们都在抱怨，找不
到商量解封边门的渠道。一位朋友告诉我他的
经历：去了居委会被告知找物业，去了物业被告
知找业委会，业委会组织居民们签字表决，好不
容易凑齐签名交上去，石沉大海没了后文，这让
居民们很是泄气。
在疫情严重的情况下，封边门措施是必须

的。但在城市逐步恢复常态的当下，小区防控
措施是否也应该跟随实际情况不断调整进行优
化，在安全与便民之间找到平衡？令许多居民
疑惑的是，许多小区正门监管措施其实并不严
格，本小区居民进入小区根本无需扫码，这样，
边门的封闭措施更显得有些鸡肋，不能起到应
有的作用。

此外，一些小区的边门不仅上锁，还用木板封死，居民们
担心万一发生火灾，消防通道都会因此被堵，消防车可能无法
第一时间抵达火场。还有一些有着多个出入口的小区，只开
一个门，造成了人流、车流高度集中，在出行高峰时不仅会引
发拥堵，还可能造成人流聚集，反而不利于防疫工作。
小区是社会的细胞，是承载百姓生活感受最主要的载体

之一。社区无小事，管理者不能因为怕担责而简单粗暴地“一
刀切”，而是要更加精细化地处理好居民诉求与防疫措施之间
的关系。若是一下子想不出办法，完全可以发动居民自治协
商机制，大家一起想办法出点子。如果能做到这点，就算最后
决定边门还是要封，那么相信也会得到大部分居民的理解与
支持。如何处理好小区边门问题，是一场对社区自治能力与
管理者水平的考试，如果高分通过，不仅能让百姓们交口称
赞，更可以在日后社区工作中收到回报。

■ 永泰路630弄永泰花苑西门封闭

■ 光新路129弄边门封闭

■ 虹储小区疫情防控措施告知书
■ 虹储小区虹桥路1041弄大门封闭

■ 上南一村洪山路边门封闭

■ 上南一村
洪山路边

门即将开
放的通知

本版摄影 记者 王凯

常态化了，小区门 为啥还不能全开
这道看似不难的“难题”,到底有没有解？近日， 本报记者实地走访8个小区和读者一起找答案

有规定 只开正门并非个例
徐汇区海上名门公寓小区居民反映，自解封后小区仅开放正门，

北门、西门至今封闭，进出十分不便。

记者现场走访发现，小区设北一门（钦州路）、北二门（钦州路）、

西门（柳州路）和南门（浦北路）四个出入口，菜场、副食品店、银行等

都位于钦州路上，但除了通向浦北路的南门现已开放，其余几个门都

还封着。“以前我们买菜，从北门刷卡出去就到，现在朝南门走，得从

外面绕到菜场，很不方便。”一位小区居民抱怨，“我们年纪大了，这几

天又这么热，总归想少走点路。”

记者随后来到北二门，这是小区垃圾清运通道。这时，有工人

正在向外运送建筑垃圾。垃圾站的工作人员表示，此门每天早晚清

运垃圾时各开一次。“按规定，除非是运送建筑垃圾，不然这门不会

开。”他告诉记者，“很多居民会趁门开时进出，我们也管不了。”另一

名工作人员说，平时也会有小区居民要求帮忙开门，尤其是买菜的

老年人。“按规定这个门是不能走的，可我们不是保安。”他表示自己

不会拒绝居民的要求。

小区居委会工作人员表示，只开一个门是街道防疫的要求。“6月

份刚解封时，街道通知我们‘可以开一扇门’，到现在还没有新的通

知。”近段时间，小区居民多次向居委会提要求：能不能打开西侧和北

侧的出入通道？居委会向街道反映，目前还未收到回复。“并不只是

这个小区，附近几个小区都一样。”他补充道。

记者又联系了漕河泾街道疫情防控办公室的工作人员，对方表

示，对辖区内小区进出通道“怎么开”“开几个”，街道目前并没有硬性

规定。居委会、业委会和物业三方可在综合考虑疫情防控需要和小

区居民出行便利的基础上，共同协商决定。对此，他们也会与相关居

委会进一步沟通。

按上面有关部门要求办事，很多小区居委会都是这样做的。青

浦区诸光路上的西郊家园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我们也是接到

相关要求才这么做的。另外，根据小区外来人口较多的实际情

况，只开一扇门也便于管理。”西郊家园的东门，3月份因疫情封

闭至今，何时开门还要“看疫情防控的情况”。记者看到，小区东

门位于宽敞的诸光路上，而唯一开放的西门，距最近的主路盈港

东路还有一段距离，更像是小区的“后门”。小区居民告诉记者，

他们从西门步行到公交站，要多走十几分钟。

有原因 边门通往隔壁小区
记者采访中发现，还有一些小区选择“封门”，与小区的地理

位置有关。在长宁区虹储小区，记者看到，被封的是虹桥路上的

南门，它位于虹储小区和邮航小区的边界处，旁边就是隔开两个

小区的围墙。眼下铁门被薄木板封住，上面贴着《疫情防控措施

告知书》：根据疫情防控要求，本小区原则上只保留安顺路283

弄出入口，本门暂时关闭。

记者骑车从虹桥路1041弄邮航小区正门来到安顺路283弄

虹储小区正门，用时7分钟。铁门这一侧，一位爷叔正通过围墙

上的小门洞和邮航小区的居民交谈。爷叔说，他在物业公司工

作，今天要送一份文件去隔壁小区，懒得兜大圈子，就从这个门

洞传过去。“现在上面都要求只开一个门呀，附近小区有两个门

的全部封掉一个，只留一个门进出。”爷叔对封门表示理解，但还

是不愿意兜圈子。

在虹储居委会，负责人告诉了记者小区封门的原因：“我们

和别的小区不一样，虹桥路这扇门不是直通马路，而是通向隔

壁小区的。隔壁小区对面是地铁站，人流穿行会给两边小区

的防疫都造成影响。现在两边小区都有封控楼栋，封门是双

方居委会、物业、业委会协商后达成的共识，也得到了两边小

区居民的同意。”

有确诊 关闭通道居民理解
还有些小区，如光新路129弄，6月份解封后曾打

开过所有通道，但近来又因周边有确诊病例，重新关

闭了部分通道。

光新路129弄小区共有四扇门，目前三扇被封，

不可通行。小区居民告诉记者，其中有两扇是在疫情

期间封掉的，另一扇从没开过。被封的两扇门都是通

往别的小区的，而非直通马路。

“这门要有磁卡才能进出。”一名小区居民告诉

记者，“这些门通往别的小区，是在疫情期间关的，6

月份开过，但最近又封掉了。”另一名居民对封门表示

理解，说：“我们小区还好，但旁边的光新大楼又阳了

几例，门不开也是合理的。”记者问，门被关有没有影

响日常生活？对方摇了摇头。

记者随后来到小区物业了解情况，“最近一段时

间，为便于检查进出人员信息，小区只开了一扇门。两

扇通往其他小区的门都封掉了，还有一扇门旁边就是

光新大楼的核酸采样点，更没办法走人了。”物业经理

告诉记者，平时只有河道旁一扇门早上会定时开启，方

便隔壁小区居民到本小区采样点做核酸，其余的门已

全部封闭，进出只能走大门。“疫情结束之后，我们会开

放自行车棚旁和河道边的门，但和光新大楼相通的门

是不会开的。”“门要是开得多，我们没法有效管理。”

有办法 这些思路可供借鉴
疫情防控常态化之下，小区通道能不能全开？这

是个无解的难题吗？如果有解，谁是解题人？答案是

什么？不少小区还是想方设法，找到了答题思路。

大华一村北区就是其一。除了沪太路北门作

为小区车辆主要通行出入口长期开放外，6月27日，

小区又增开了靠近轨交7号线大华三路站的南门，

供居民步行或骑车进出。“刚开始每天早晚高峰各

开两小时，一周后小区防疫形势比较稳定，就逐步

延长开放时间，现在从早晨6时开到晚上8时。”大华

一村第一居民区尹书记告诉记者，小区居民有

2000多人，进出南门都必须经“数字哨兵”扫码通

行，居委会在门口安排了一位保安和一名志愿者。

志愿者通过小区微信群和张贴通知招募。“文件只

说了怎么封门，没说能不能开、怎么开。小区还是

要根据自身情况来研判。”尹书记说。

分时段开放，也是不少小区的选择。6月份以来，

上南一村只有浦东南路上的北门向居民开放，洪山路

上的东一门和东二门还关着。小区居民告诉记者，由

于小区东侧两个通道均未开放，居民买菜、看病只能

从北门绕行，老年人腿脚不便，直呼“吃不消”。

带着居民诉求，记者来到上南一村社区居委，

居民区孙书记表示，他们已经了解到居民们的困

难，计划于8月1日起每天早上6时至9时开放东二

门，方便居民去菜场买菜。届时将张贴场所码并安

装“数字哨兵”，也会安排保安值守。若疫情形势进

一步好转，将在下午增设3个小时开放时段。至于

小区东一门，目前还没有开放计划。

值得一提的是，经本报报道，浦东新区华绣路

179弄艾南花苑的北门有望开放。据了解，艾南花

苑居委、业委会、物业三方经开会协商后决定，8月1

日起分时段开启北门旋转门，开放时间为早上6时

至9时，晚上5时至8时（具体时间以居委公告为

准）。若遇小区大筛，则北门临时关闭。目前只开

启旋转门，自行车和助动车仍需从南门进出。

艾南花苑业委会向业主呼吁：进出小区有序

扫码，对非本小区借道居民要多加关注。由于北

门安保压力依然严峻，小区正在招募志愿者，希

望有更多居民朋友踊跃报名。

小区小门到底要不要开？浦东新区某小区

的居民通过匿名投票解决了这一问题。

“我们从西门去某大型超市不足500米，而从

正门（东门）去超市则需要绕行近一公里。西门

至今未开，大热天，每天进出买菜的老人要跑好

多冤枉路。”小区不少居民提出疑问。

对此，小区所属居委社工徐老师回复，因防疫

需要，社区需对进出人员实名登记。目前，小区

600多户近2000名居民已全部完成实名登记。但

流动人员是小区防疫难点，包括快递员、外卖小

哥、保洁人员、装修工人等，还有一些路人借道穿

行，若打开西门，居委会需安排志愿者值守查码。

小区西门要不要开，最终由居民说了算。小

区居委会为此发出在线调查问卷，请居民匿名投

票。经过数小时投票，最终，弃权和反对票多于

支持票，因此小区西门继续保持关闭。居委干部

表示，西门封闭确实给部分居民出行带来不便，

等防疫形势平稳后将尽快开放。

本报记者 杨硕 杨玉红 裘颖琼
志愿者 许芦琰 李瑞阳 杨新桐

扫码看现场调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