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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疫不松劲 生活少折腾 城市更有序
2022年8月18日/星期四

上海这个夏天特别热。同样热得发烫
的，当数第30届新民晚报夏令热线。市民来
电多，投诉新热点多，读者互动留言刷了一屏
又一屏。从筑牢“防疫门”和打开“便利门”

的社区管理矛盾，到树大扰民、毁绿种菜的
不满诉求，到持续高温天里各类突发民生难
题……本报夏令热线记者顶着烈日踏访每一
个现场，深入了解堵点成因、具体难点，推动

各方聚力为民解忧。
疫情防控不松劲，生活如常少折腾，城市

运行增顺畅——一道“既要又要还要”的多选
题，考验着这座城市的管理智慧。

新民晚报夏令热线深入一个个现场解决一个个堵点、难点

疫情防控进入常态化阶段后，那些被关上的“门”是否能重开？这让

高温下的居民焦灼不已。本报夏令热线连续追踪报道，引发读者强烈共

鸣：社区管理应采取更精细的措施，兼顾安全和便民需求，而非简单的

“一刀切”。

小区边门封闭 居民出入不便
小区通道出入无阻，是居民的基本需求。但在浦东新区北蔡镇华绣

路179弄艾南花苑，自打疫情发生，小区北门就长期封闭不开。居民表

示，北门毗邻轨交7号线杨高南路站，而从南门绕行至轨交站需要多花

15分钟；小区管理方则直言为难之处不外乎“疫情防控”和“人手不足”。

记者走访了多个小区，均有类似情况，很多小区管理方只谈原因，对于居

民的诉求两手一摊，表示爱莫能助。

这道门真的打不开？答案是否定的。沪上也有很多小区用自身案

例回答了这个看似难解的题，有条件的应开尽开，无条件的分时间段开，

只要想解决问题，办法总比困难多。经过夏令热线报道之后，艾南花苑

迅速作出调整，通过分时段开放和招募志愿者等方式让封闭已久的小区

北门重新开放，赢得不少居民的点赞。

做好防疫工作，目的是让老百姓过得安全、生活如常。目前，防疫进

入常态化管理，更是考验基层部门管理能力的时候。希望有关部门能够

跨前一步，主动想办法回应居民诉求，确保市民正常生活。

快递外卖“禁入”老人尤为吃力
外卖、快递进不了小区也是投诉热点，大量快递堆积在小区门口，带

来诸多问题。

黄浦区复兴坊是一个老旧小区，老年住户居多。由于所有快递和外

卖一律不准进小区，居民只能头顶烈日，到大门口一次次弯腰找快递。

尤其是年纪大的老人，视力不好，找件费力，搬件爬楼更是苦透。居民无

不迫切希望取消“禁入令”，但向有关部门反映，得到的回复却是“快递、

外卖要无接触服务”。只是，快递放在小区门口，居民和快递员扎堆出入

送件、取件，到底是“无接触”还是“密集接触”？

许多网友在这一报道下留言，称类似情况并非个案。徐汇田林十二

村要求快递一律放在小区门口货架上，老人扛不动大件，走两三步就要

歇一歇，好不容易爬楼回到家，累得“半条命都没了”。子女想献孝心给

老人快递东西，但又怕老人取快递受累，最后只能作罢。

不过，让记者欣慰的是，不少小区的管理方收到居民诉求后，迅速回

应并给出解决方案。例如，家住杨浦区双阳路300弄幸福村小区的虞先

生近日告诉记者，小区居委会已经发布通知，从本月16日起允许快递员

送货上门。

社区活动场所 开放需要“补缺”
小区里应该打开的门，还包括社区活动场所的门。

这一个月以来，不少居民打来电话求助，称体育馆、商场都开放了，

为何社区图书馆、儿童游乐场、社区活动室等家门口各类休闲运动好去

处迟迟未开放。记者实地调查多个社区活动场所，管理人员均以“防疫

需要”“减少不必要的接触”“等待上级部门批准”为由，未答复社区活动

场所开放的具体时间或要求。

社区活动场所开放难，到底难在哪里？记者又调查了几个已开放的

社区活动场所，发现在小区、场所入口均张贴二维码，需要出入人员自觉

扫码。由于现场没有人员值守，不少人觉得扫码麻烦，无视这一重要防

疫环节随意出入。这或许就是一些社区管理人员的担忧所在。

申城防疫持续精准化，社区活动场所需要“应开尽开”。面对防疫人

员短缺问题，社区管理人员可以通过调整物业人员岗位、招募社区志愿

者等方式来“补缺”，让更多市民感受到家门口的美好生活。

生活半径缩小“关键小事”做好
相比边门不开、快递不通等疫情“次生影响”，有些小区的常态化管

理则在特殊时期暴露出短板。

在松江区洞泾镇润景苑小区，居民毁绿种菜现象严重，导致小区半

数以上的绿化带变成少数人的自留地。此外，小区还存在私撬窨井盖、

拿污水浇灌的行为。早在今年2月，属地光星居委会就连同执法部门拔

除了小区主干道附近的菜园，然而之后，毁绿占绿行为却愈演愈烈。

广大网友通过本报夏令热线帮侬忙平台给光星居委会支招——“先

解决增量，再解决存量”“建议这一茬秋收之后再整治，这样容易接受”

“可以专辟一块地，让居民种菜，上海不是没有先例”。光星居委会也正

在积极谋求政府托底补贴清退菜园后的绿化补植和后期管理。

疫情导致生活半径缩小，市民对家和小区的环境舒适度有着更高的

要求，故而发生在小区的“关键小事”往往能引发共鸣，成为热议话题，也

对社区基层治理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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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令热线是市民反映问题的渠道，更是提出建设性

建议的平台。今年开线以来，不少“急难愁盼”问题在引

发市民关注的同时，也引来他们滚烫的评论和建议，纷

纷从自身经历出发，为城市发展出谋献策。而往年的投

诉和建议也成为鞭策相关部门提升服务水平的“金点

子”，帮助其“于无声处”完成生活保障的“最后一公里”。

非机动车占道 设计更应先行
非机动车挡路占道，行人被迫“与车共行”，地铁站

外行路难，难于上青天！夏令热线期间，本报报道了多

个地铁站外非机动车乱停放现象，引发强烈共鸣，仅在

今日头条上这篇报道点击量就攀升到200多万。

记者在18号线康桥路站外看到，站外的沪南公路人

行道上停满了非机动车，绵延几十米。行人不得不走在

非机动车道上，与飞驰的电瓶车等抢道，非常危险。而

在16号线野生动物园站外，非机动车的数量更是庞大，

密密麻麻的“车海”令人望而生畏，连盲道都被占据了。

报道刊发后，有相同经历的网友开起了“吐槽大

会”，大家都直指“设计缺陷”。不少城郊接合部的地铁

站，方圆几公里才有一个站，相当于市区内的两站地

铁。而接驳公交车的间隔时间动辄半小时，因此，周边

大部分乘地铁出行的居民不得不靠非机动车才能解决

“最后一公里”的难题，因此在规划建设地铁站时，就应

该充分考虑到市民的需求。

“地铁站的设计如果不给机动车和非机动车留停车

位，地铁功能就消失了一半。城市管理者应尽快调整，

为非机动车规划合适位置，完善交通出行秩序。”对此，

网友建议，每个地铁口都应该规划停车场，机动车、非机

动车分区域停放，这样才能从根源上“还路于民”。

增开公交线路 串起空白地区
地铁站边的路难走，徐泾镇上的居民则感叹路太

长、车太少。

徐泾镇沪青平公路以南，有着连片的居民区，住着

近万户居民，公共交通出行很不方便。

记者看到，捷克小区南门设有徐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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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

民们抱怨，去沪青平公路上的家乐福超市买菜十分不

便，距离仅有1.6公里左右，单程却要耗费40分钟以上。

居民们摸索了好几条交通线路，却发现每一条都是

费时费力。尤其对于家里“买汏烧”的老人们而言，实在

是太折腾太辛苦。另外，徐泾镇域内还没有共享单车覆

盖，“最后一公里”问题亟待破解。

居民们因此提出建议：能否增加或优化公交线路，

依次经过联民路、沪青平公路和17号线地铁蟠龙路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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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利大家的日常生活。

施工不能扰民 安全始终第一
工地施工不当引发安全隐患，也成为投诉热点。

虹口区四平路460弄新陆花苑、嘉定区鹤霞路555

弄水岸金桥苑和普陀区武宁一村，因受隔壁工地牵连，

小区道路和住宅墙面开裂，甚至有居民家的天花板连续

两次坍塌，令人不寒而栗。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受伤”的居民楼大多建成已

久，而“肇事”工地近在咫尺，如果建设方事先没做好预

案，过程中又不严格施工规范，就会对周边房屋造成损

害。此外，居民发现问题后，施工方未能及时回应、积极

补救，也是造成隐患加重的重要原因。

所幸见报后，相关部门及时介入，敦促施工方立即

整改，消除安全隐患。目前，四平路35号、53号地块施工

方已对新陆花苑丁老伯家的受损天花板完成修复；水岸

金桥苑旁的工地已经停工，施工方用沥青暂时填充破损

路面，更换了公共区域破碎瓷砖，待基坑施工完成后，再

对小区道路和受损房屋一并展开维修；武宁一村隔壁的

工地方也承诺，对开裂的房屋负责到底，逐户上门检测

维修，后续将加强管理，最大程度降低施工对居民生活

的影响。

“最后一公里”畅通了吗
城市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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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高温“热点”解决了吗
酷暑排忧

酷暑难耐，宜居、安居、乐居需求备受关切。居住

环境屡遭破坏，人树矛盾、噪声烦恼、维修困难等问题

突出。跟随一通通电话、一条条求助，新民晚报夏令热

线记者调查实情，为民排忧解难，取得相关部门积极配

合，一桩桩难题正得到有效解决。

绿化妨碍通风 专业人员修剪
5年前，虹口区曲阳路街道玉田路407弄西南小区

在“美丽家园”改造中，79棵景观水杉树在修剪后“集体

死亡”。倒伏留下隐患，问题一拖5年，一到夏季更是虫

患肆虐，居民忧心忡忡，“暴力修剪”再度引发广泛关

注。“简单粗暴！园林修剪是以林木为本的艺术加工，

是体现人与自然界的和谐与美感。”评论中，网友对小

区绿化维护提出自己的看法。

徐汇区虹梅南路126弄凌云新村东区居民围墙外，

一排数十棵参天水杉树长势过猛。河道环境好了，但

大树30年来无人修剪，不仅有碍通风，还招来蚁虫。记

者报道后，相关街道当天就派出专业人员修剪树木，确

保居民区透光透风。

噪声轰鸣扰民 及时隔音降噪
夏日炎炎，噪声添堵，居民不堪其扰。

本报先后报道：平型关路680弄一墙之隔的办公

楼外22台大型空调不断轰鸣，令居民头痛欲裂；京江

路108弄和源馨苑、交通路199号精文城市家园、新马

路273号和源馨苑等小区临近轨交线，噪声竟达100

分贝……

经过夏令热线报道，相关部门及时给出回应和整

改方案。静安区平型关路680弄小区对面的办公楼已

收到静安区生态环境局的执法建议书，将采取优化布

局、隔音降噪等措施，预计今年9月1日前实施完毕。

静安区建设和管理委员会向市交通委、申通地铁公司

反馈，从技术和管理角度减少地铁噪声影响，研究相关

隔音降噪措施。

窨井粪便满溢 4天解决问题
楼底窨井粪便满溢，熏到头晕眼睛疼，报修近半年

仍在苦苦煎熬。记者前往耀华路550弄王先生家采访

时，看到面向天井的3扇窗全部紧闭，天井里窨井管道

堵塞，污水和粪便不时溢出，不但墙壁和地面满是污

物，还有密密麻麻的黑色飞虫附在墙壁上，散发出的阵

阵恶臭更是挥之不去。

因为维修资金没有到位，维修一直耽搁到了7月。

居民多次询问，次次得到“仍在走流程”的回复。好在

记者采访后，“流程”在走，维修也安排上了，物业终于

答应维修资金可以晚点到位，先把工程做起来。7月

底，居民家的天井管道重新排好。报道刊出后的4天

内，困扰居民4个多月的难题终于解决了。

提前做好运维 保障用水用电
高温酷暑天，居民家停水停电曾是夏令热线投诉

的“老大难”问题。但近年来，这类话题声音越来越轻，

背后是水务和电力部门提前做好了运维准备。

饮用水质量如何保障？水务部门静悄悄洗好了水

箱。记者了解到，如今城投水务清洗居民楼顶水箱的

过程中，已经从串联式清洗变成多楼屋顶水箱同步进

行的并联式清洗，使小区实际停水时间大大缩短。当

正常用水不受影响，水箱清洗也变得“无感”。

还有迎峰度夏以来，嘉定供电公司发现了214个重

过载台区、34个低电压台区，均在24小时内“短平快”地

完成首轮治理，先后改造线路12公里，增加14台10千

伏变压器共4255千伏安。国网上海超高压公司和上海

电力高压实业公司50余名工作人员在8月15日连夜奋

战8个多小时，成功消除高东站220千伏旁路母线支持

瓷瓶底部断裂的危急缺陷。统计显示，今夏国网上海

电力公司日均配备3500余名专业抢修人员24小时待

命，日均处理抢修工单1377张，抢修平均到达时间18.4

分钟，平均修复时间25.4分钟，均为近年来最短。

那些关闭的“门”重开了吗？
疫情防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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