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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破了
墙裂了
居民心慌了

没有直达公交和共享单车，徐泾南的居民去趟商超太难了——

1.6公里，路上来回2小时！
家住青浦区徐泾镇南部的多位居民向

新民晚报“夏令热线”反映，离家约1.6公里

的沪青平公路上有3家商场，是这里近万户

居民平时买菜购物的主要去处，但许多年

来，“咫尺之遥”却成了“咫尺天涯”：走走路，

手里大包小包，实在吃不消；坐公交，要换乘

2辆车，一来一回光车程就是近2个小时。

而要前往附近的地铁站，更是“难上加难”。

2020年8月8日，本报夏令热线就曾刊发

报道《公交少 单车无 地铁接驳有点难》，反映

了徐泾南部居民的急难愁，当时相关部门表

示，将通过投放共享单车、优化公交线路等措

施打通出行的“最后一公里”。又一个炎炎夏

日里，记者再次前往现场调查。

买菜购物
路上就要两小时

据了解，徐泾镇沪青平公路以南，居住

区集中连片，有禧瑞里、虹桥正荣府、捷克住

宅小区、豪都国际花园、南山雨果等六七个

小区，住有近万户居民。记者在捷克小区南

门看到，设有徐泾4路的公交站点，站点名称

是“联民路叶联路”，发车间隔20分钟左右。

“去沪青平公路上的家乐福买菜太不方便

了。”居民们讲，沪青平公路上共有3个大型

购物中心，分别是食尚天地、永业购物中心、

夏都小镇，家乐福超市在永业购物中心内。

从徐泾镇南部出发，一是乘坐徐泾4路，

乘2站后在“联民路沪青平公路”下车，随后

需要步行1.3公里才能到达家乐福超市。没

有直达公交是一大问题；二是如果要乘坐

706路直达家乐福，需步行超过1公里到公

交车站；三是坐徐泾4路再换706路，换乘两

辆公交。

记者调查发现，706路公交依次停靠沪

青平公路上的3个商超，但这辆公交却不经

过徐泾镇南部。不管居民们采取三种方式

中的哪种出行，从家到超市2公里不到的距

离，路上来回就需要耗费近2个小时，对于扛

起家里“买汏烧”的老人们而言，实在是太折

腾太辛苦。

打通瓶颈
单车公交应优化

采访中，不少居民认为，缺乏共享单车

是徐泾地区甚至整个青浦区的短板，为打通

出行瓶颈，应尽快引入互联网租赁自行车。

居民们讲，目前在市场上主流的共享单车企

业都没有在青浦区大规模投放，此前仅有

“永安行”公共自行车一家在青浦区运营，不

过没有覆盖徐泾镇。“哈啰、美团都进不来，

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记者打开几个互联

网租赁自行车的App，均显示青浦区“在运

营区外”。

为此，记者致电青浦区建设和管理委员

会。相关负责人回应，徐泾镇南部的居民前

往沪青平公路的商超，目前确实没有直达公

交，居民可以先乘坐徐泾4路到明珠路育才

路站下车，随后再同站换乘706路。而针对

共享单车的问题，对方则称，现在没有互联

网租赁自行车企业向政府部门提出申请备

案，另外有桩的公共自行车在青浦主城区还

在照常运营。

居民们呼吁，一是希望能增加或优化公

交线路，在联民路叶联路站（776路起讫站）

或联民路联民村站（徐泾4路起讫站）加设一

条公交线路，依次经过联民路、沪青平公路

和轨交17号线蟠龙路站；二是增加共享单车

或公共自行车的投放，缓解徐泾南部居民的

出行压力，真正解决“最后一公里”难题。

本报记者 夏韵

路上裂缝百米
家中“伤痕累累”

记者来到水岸金桥苑，该小区建于

2008年，共有40幢居民楼、3000多户居

民。居民们所说的工地位于小区东南方，

其北侧、西侧均与住宅楼相邻，直线距离不

过二三十米。工地目前处于停工状态，原

先挖好的一座基坑也重新进行了回填，现

场空无一人，只有塔吊、挖掘机和几捆建材

留在原地。

新民晚报“新民帮侬忙”记者进入小区，

沿着主干道一路前行，快到工地附近时，路

面上突然变得“千疮百孔”，裂缝丛生，其中

一条裂缝更是由北向南绵延近百米，而最宽

处足有两三厘米，记者将两指并拢伸入缝中

也绰绰有余。

道路上“开膛破肚”，居民楼里同样“伤

痕累累”。紧邻工地的39号楼底层大堂，十

多块地砖已碎裂翘起，为了防止行人摔倒，

居民们正将破损地砖一一铲除；40号楼下

的大门则因房屋沉降、门框变形，无法关

闭。居民家中的裂缝更是“遍地开花”，记

者在40号12楼的陆女士家看到，客厅、卧

室、阳台的墙壁上，布满了大大小小的裂

缝，有的甚至从天花板一直贯穿到地面。

“我前不久刚装修的房子，短短一个月就成

了这副模样，看看就心痛啊！”陆女士说，小

区里紧挨着工地的居民楼有8幢涉及约千

户居民，据初步统计，已有100多户居民上

报过家中的开裂情况。

工地不停开挖
险情愈演愈烈

据居民介绍，小区旁的这块工地为嘉定

区江桥镇北虹桥社区08-08地块，占地约2

万平方米，规划建设4栋商业建筑，包括办公

楼和酒店，高度从8层到11层不等。工程建

设单位为上海今杰家居用品有限公司，总包

单位为上海龙宇建设。去年12月，项目正式

动工，前期主要是平整土地和打桩，后来因

碰上疫情，停工了两个多月。6月中旬，工地

复工后，转入基坑开挖作业，此后没多久，居

民们便发现道路和房屋相继开裂。

“我们在这儿住了十多年都好好的，他

们一挖基坑，裂缝就冒出来了，这个责任必

须由工地来承担！”居民说，事发后，他们立

刻向居委会、镇政府反映。7月9日，建设单

位派人上门，用水泥对道路上的一段裂缝做

了临时填充，但工地施工并没有中断，道路

和房屋的开裂情况也愈演愈烈。7月19日，

嘉定区建管委、江桥镇政府又召集建设单位

和第三方检测机构上门勘察，并召开了一场

协调会，建设方在会上承认，施工可能给周

边道路、建筑带来不利影响，但并不危及居

住安全。

这样的回答显然无法让居民们满意，

“现在的状况已经让我们很担心了，何况基

坑作业还没结束，谁能保证今后不出现更为

严重的后果？！”大家惴惴不安。

已被责令停工
确保房屋安全

记者致电江桥镇政府，相关负责人表

示，在接到居民反映后，已责令工地将基坑

回填后停工，并敦促建设方立即采取措施，

消除安全隐患，同时与居民保持沟通，及时

告知处理进展。

随后，建设单位上海今杰家居用品有限

公司已在小区内公示了一份维修方案，称

“因基坑西侧、北侧距离小区较近，基坑施工

期间周边管线、建筑物、地表不可避免会出

现一定的竖向、水平位移。目前，基坑监测

和房屋检测各项指标变化情况均在设计允

许的范围内。”

对于破损路面，计划先用沥青或水泥进

行填缝处理；公共部位的碎裂地砖，将在8月

底前集中更换；居民家中的开裂问题，也会

逐户上门检查、登记在册。待后续基坑施工

全部完成后，再对小区道路和房屋内部展开

整体维修。

此外，建设方也承诺，后续将优化施工

方案，严格施工管理，并继续做好日常监测，

确保工地周边道路、房屋安全稳定。

建设方是否能“说到做到”？居民们的

担忧会否就此消除？本报将继续关注。

本报记者 房浩

▲ 小区道路上的裂缝最宽处达两三厘米
 居民家中的瓷砖也发生开裂
▼“肇事”工地已经停工 本报记者 房浩 实习生 徐大伟 摄

家住嘉定区
鹤霞路555弄水岸
金桥苑的多位居
民向新民晚报夏
令热线反映，小区
一墙之隔的工地
在开挖基坑后，小
区道路和家中墙
面纷纷开裂，面对
“满目疮痍”，居民
们整日忧心忡忡，
天天心惊肉跳。

微调查

一墙之隔的工地开挖基坑
后，小区变得“伤痕累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