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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门口开心“白相”有多难？

上海疫情风险区已经
“清零”，然而一些小区内
的儿童乐园、运动场所等
配套设施依然大门紧闭。
近日，新民晚报夏令热线
接到多位居民的求助、咨
询电话，盼望管理人员因
地施策，尽早开放家门口
的“好去处”。

市民反映有些社区儿童乐园、运动场馆一直关
着，有些社区乒乓球室开门了，但防疫管理有待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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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条马路周边店铺林立，非机动车道竟成“停车场”

微调查

儿童乐园开放等“通知”？
家住虹口区凉城路广中扩大小区的陈

先生向记者反映，上海疫情风险区已经“清

零”，然而一些小区内的儿童乐园还迟迟没

有开放。

陈先生所说的儿童乐园，位于秀苑小区

内。“两个小区门对门，过个马路走五、六分

钟就到了。”陈先生说，秀苑小区内的儿童乐

园比较大，深受周边几个小区的孩子喜欢。

疫情之前，儿子午睡醒来，总要去玩上半个

多小时。然而现在，却一直“铁将军把门”。

近日，记者来到秀苑小区，发现写着“儿

童乐园”四个字的大门紧锁着，还有一张长桌

子横在门前。“这个门一直不开的。”在一位居

民的指点下，记者走了一条花园小道，来到了

儿童乐园平时常用的出入口，只见一扇小门

被铁丝绑住了。上面贴着的告示已经没了一

大半，隐约可辨“疫情”“后果”这些字。

“这个儿童乐园有两个滑滑梯，还有旋

转木马、跷跷板等，设施还是蛮多的。”一位

路过的居民告诉记者，然而疫情之后就一直

关闭至今。儿童乐园旁的保安室内，一名保

安也表示，儿童乐园还没有接到通知可以开

放，所以里面也没有打扫过，可以看到地上

都是落叶。

就此，记者致电秀苑居委会，一位工作

人员表示，目前还没有接到街道通知，可以

开放儿童乐园。“只要收到通知，我们就会第

一时间贴出告示。”然而何时可以开放，目前

居委会工作人员也暂不知晓。

那么，小区内的儿童乐园都还关着吗？

家住长宁兆丰苑的孙女士就告诉记者，因为

小区内没有出过阳性病例，所以即使疫情期

间，小区内的儿童乐园都一直开放着。“没有

人专门管理，但是家长们都很注意，小朋友

多了，就让孩子戴上口罩，或者先回家，等人

少一些再来玩。”孙女士说。

运动场馆开放需“上报”？
闵行区梅陇镇莲花公寓小区的居民夏

女士日前咨询道，小区内的乒乓球房已经关

闭了四个多月，何时才能恢复开放？

昨日，记者来到莲花公寓小区。在小区

乒乓球房入口处，只见球房大门紧锁，门上

积了厚厚的一层灰。小区居民向记者表示，

乒乓球房内有8扇窗，通风条件良好。防疫

进入常态化，居民们希望球房能够尽快恢复

开放，让他们多一些锻炼、健身场所。除此

之外，该小区的棋牌室、老年人活动室等室

内活动设施均处于关闭状态，而网球场等室

外活动设施已经正常开放。

为此，记者走进莲花公寓小区所属的居委

会。居委会的工作人员表示，封闭室内活动设

施，是应上级部门的疫情防控的要求。“目前街

道内各个小区的室内活动场所都处于关闭状

态，我们这边暂时也没有恢复开放乒乓球房的

计划。”对于居民的需求，居委会也做出了回

应：“高温天，人在（乒乓球房）里面打球，肯定

要打开空调，那么窗户都要关掉，通风条件就

没办法保证。”这名工作人员告诉记者，“而且

（乒乓球房）一旦开放，其他小区的居民也会过

来打球，到时候我们很难管控。”

无独有偶。日前，市民邓女士来电咨询

道，徐家汇社区文化活动中心的乒乓馆因疫

情至今未开放。“3月7号开始关闭，到现在有

5个月了。”邓女士说，她和同伴一直在该乒乓

馆打球，感觉场馆的防疫管理措施很到位。

乒乓球室只有6张球桌，同时在房间里的也

就20来个人。每天进去还要检查健康码、登

记、限制人数，通风情况也很好，已具备开放

的条件。对此，一位徐汇区负责管理运动场

馆的侯姓负责人回复道，区里运动场馆的开

放需要上报市相关负责单位，经过层层审批

程序和实地检查后，获得批准方可开放。

球室开了扫码可“随意”？
场馆未开放，居民盼！场馆已开放，居民

愁。目前，个别率先开放的社区运动场馆存

在明显管理漏洞，也让部分市民担心不已。

“上周，我带女儿去隔壁小区的乒乓球室

打球，结果在小区、球馆入口处均没有人检查

核酸码，希望有关部门加强监督和巡查，提醒

社区、球馆负责人继续加强常态化防疫措

施。”市民王女士致电新民晚报夏令热线说，

现在市民进入公共场所需要扫描场所码、出

示72小时以内健康绿码，但最近几天，她们

多次去隔壁小区乒乓球馆，发现均无人查验

健康绿码，“一旦场馆内有人核酸检测结果

异常，可能会给流调带来困难。”

今天上午，记者来到王女士投诉的浦东

新区浦建路上的某小区，看到小区大门设有

人行通道和机动车道。在入口处，都设有两

块扫描场所码的提示牌，但没有安保人员查

验健康绿码。记者在小区入口处观察了15

分钟，看到有居民、房屋中介人员等9批次人

员陆续进入小区，只有一组人员——一对父

女主动扫描场所码后进入小区。

在位于该社区运动馆的地下一层的乒

乓球室，5位教练分别站在5张乒乓球桌旁

指导学员接发球技巧，没有专职管理人员。

“每个时段都排满了训练任务，我们没有时

间接待家长。”一位教练客气地说道，来访者

有任何疑问，都可以通过微信留言。

记者看到，在乒乓球室的楼梯口海报

栏，张贴着一张“扫一扫场所码”的提示牌。

“社区内乒乓球室面向社会招生，很少有来

访者主动扫场所码。”王女士补充道，她希望

社区、场馆负责人安排专人值守。

本报记者 杨玉红 裘颖琼
志愿者 许芦琰 李瑞阳

市民张先生向新民晚报夏令热线反映，

下班晚高峰驾车经过徐汇区天等路与老沪

闵路间的罗秀路段时，经常受非机动车道车

辆乱停放的影响，不仅全程要放慢速度，还

要频踩刹车及时避让穿梭在机动车道的电

瓶车、自行车，现场险象环生隐患重重。

骑车蛇形，开车龟速
这段罗秀路500多米长，两侧多为居民

小区，沿街商铺中便利店、餐饮店、水果卖场

较多。道路虽短，但作为“老司机”的张先生

经常开出一身汗：本就不宽的马路常被乱停

放的机动车占去非机动车道，有时它们甚至

停成一排，俨然将非机动车道变成“停车

场”。穿行的电瓶车、自行车不得不借道机

动车道。张先生驾车不仅需左右躲闪，还要

频踩刹车，提防从路边违停车辆前蹿出的行

人，以免“鬼探头”事故发生，“不少道路装有

电子警察，唯独在这段路，车主们乱停车似

乎不怕罚。每天回家路途经这里，我都要小

心翼翼，车速不得不降到30迈以下。”

8月4日18时，记者在罗秀路875-5号

小杨龙虾海鲜馆门口看到，一辆白色轿车徐

徐靠边，犹豫片刻后还是停在非机动车道

上。年轻的车主下车后观察了下附近监控

探头后，仍锁车径直进店消费。另外一辆灰

色轿车在驶近沿路小区时，见到非机动车道

被占，直接亮起双跳灯，在机动车道犹犹豫

豫将停未停，导致后方出现近百米长“车

龙”。直到后方车辆等到不耐烦，不得不变

道越过中间黄线，逆向超车驶过。拥堵期

间，对面来车不断，还有行人横穿马路，与车

辆擦肩而过，直叫人捏了一把汗。

这段马路商户林立，尤其是乔家栅、邵

万生、易盛客、小龙虾店等店铺“烟火气”较

旺，附近非机动车道常常成为停车的“黄金

位置”。记者现场粗略数了数，商铺集中的

300米路段上，违停车辆始终保持在15辆之

上，多时达数十辆。往往是“前脚刚走”，非

机动车道上“黄金车位”又被后续车辆迅速

填满。而此时，下班高峰正常行驶的电瓶

车、自行车只能将“机动车道”变成了“非机

动车道”。晚高峰时的外卖小哥们最忙碌，

电瓶车快速驶来，取餐后又飞速离开，遇到

路边乱停乱放的车辆，往往是“蛇形”穿行，

而一旁的机动车就不得不“龟速”行驶了。

附近居民对此满腹怨言：“双休日乱停乱放

更严重，来吃小龙虾的车辆能停上一排，路

都不好走。”

街道称将规范管理
记者随即向街道相关部门反映，得到回

复：罗秀路上天等路和老沪闵路路段周边商

铺较多，附近又有医院的核酸采样点，造成

就餐人员停车、菜市场购物人员停车及核酸

采样人员停车相对集中，一些机动车贪图方

便违规停靠在非机动车道。针对该问题，街

道联手交警、派出所及城管力量，加大对相

关路段的巡查，提醒周边店铺做好自我管

理，引导就餐人员、购物人员规范停车，减少

对周边居民的影响。确有停车需求的可以

引导到天等路东侧停车泊位停靠。

本报记者 王军 通讯员 张小小

一到晚上“黄金车位”不得闲

防疫进入常态化，市民盼望尽快恢复正常
而有序的生活，在家门口体验更多娱乐休闲设
施。在做好防疫工作的前提下，有关社区或管
理部门能否逐步开放一批管理能力出色的体育
场馆，以分批次、分时段预约等方式做到人性化
管理，让渴望运动的居民有个锻炼好去处。

市民呼吁

做好防疫管理
开放更多空间

■ 浦东某小区的乒乓球室入口贴有

场所码，但扫码与否全凭市民自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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