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双十一”越来越近，线上线下
都相继进入大促时间。据报道，南
京路步行街上的新世界城，2000
张线上团购券两秒内就一抢而空，
一化妆品柜台22日开门一个小时
就做了30万元，“今天准备要冲刺
200万的。去年差不多是100万
出头这样。”营业员说道。上海消
费市场火爆的背后，原因何在？

需求牵引供给，供给也创造需
求。这些年随着人们收入的不断
提高，对高品质生活也有了更高的
追求。上海正在深入推进国际消
费中心城市建设，包括着力提升世

界级商街商圈功能，持续增加高品
质商品和服务供给，加快打造全球
高端品牌集聚地、本土制造品牌创
新地、国潮消费品牌策源地。

为了促进疫情之后的消费复
苏，上海今年将一共投入市级财政
资金10亿元来发放“爱购上海”电
子消费券，目前已经发放了两轮，
第三轮也将很快启动。政府大力
推动消费的手笔可谓巨大。效果
上，从国庆的数据也可见一斑。

国庆期间，恰逢第二轮“爱购
上海”电子消费券、绿色智能家电
消费补贴等创新政策叠加，上海各
大商圈、商街、商场陆续推出主题
鲜明、丰富多彩的迎国庆促消费活
动，线上线下消费超660亿元，“爱

购上海”电子消费券节日期间核销
金额超过1.35亿元，杠杆率4倍。
“消费放心”提振“消费信心”，

但套路重重的“双十一”多年来被人
诟病。从限时秒杀、买几送几，到跨
店满减、分时预售，再到拉人组队分
红包，花样百出的附加条件让人直
呼：“想简单买东西咋就这么难！”

为了规范“双十一”期间网络
集中促销经营行为，上海市市场监
管局10月11日发布《“双十一”网
络集中促销合规指导书》，向电子
商务企业提出八方面合规要求。
其中第一点就让人拍手叫好，讲的
是促销规则要更加透明、简单易
懂，不玩“促销套路”，禁止采取“虚
假打折”“虚假标价”、不履行价格

承诺等违法方式开展促销。
最后一点“做好网络交易纠纷

的化解工作”也不容忽视，讲的是
要建立便捷、高效的投诉受理、处
理和反馈机制，对消费者的合理诉
求不得推诿拖延。针对疫情期间
的特殊情况，做好物流保障应急预
案，完善内部审查机制，妥善处理
好因疫情造成的物流纠纷。让老
百姓会花钱，敢花钱，花得没有后
顾之忧，是监管政策的最终目的。
近日，京东、苏宁易购等平台相

继开启“双十一”预售，天猫“双十
一”活动也将于24日晚启动。纵览
各家政策，今年的“双十一”普遍摒
弃了“拼手速”“拼算数”的复杂套
路，更多直奔主题，在消费体验方面

多下功夫。如淘宝、京东、苏宁易购
相继推出新举措，在延长价保、合并
下单等方面进行升级。在售后和物
流送装方面，各大平台也“诚意满
满”，着力提升消费者满意度。

当然，国际消费中心城市的建
设也离不开广大消费者的积极参
与。消费者要有买买买的热情，但
也应该要树立积极的消费观，量入
为出，按需购买，理性消费。如果
遇到权益受损，要大胆站出来利用
合法途径维护权益，让不法商家受
到应有的惩罚。

商家少一点套路，多一点真
诚。买家少一点冲动，多一点理
性。打造健康有序的消费环境，需
要我们一起努力！

“双十一”的新变化 屠瑜

新民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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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浦区五角场街道国权路322

弄小区住着一群团结又友爱的老伙

伴，这里的96户居民大多是中远海

运公司的退休员工。要说小区里还

有什么烦心事，就是靠近南围墙的

一块空地长期脏乱差，成了大家的

心病。不过，几天前，这个小区迎来

喜事：通过五角场街道的社区“微更

新”项目，“空地变宝地”，老伙伴们

有了一个可休闲的绿化健身苑。居

民老陈高兴地说，以后，大家再也不

用端着板凳去门卫室前聊天啦！

国权路322弄的居民几乎都在

这里住了数十年，说起小区环境，他

们觉得交房时留下的墙角空地是个

遗留问题，因为空地始终没有派上什

么具体用场，渐渐变成了建筑垃圾堆

场、菜地和荒地，杂草丛生，垃圾遍

地，不仅有苍蝇、蚊子、野猫、老鼠，前

几年还一度有黄鼠狼出没。不仅本

小区居民觉得烦心，一墙之隔的另一

小区也受到影响，居民们的北窗正对

着这块空地，天天看见这番脏乱差的

景象，感觉很不舒服。

9月底，这块让居民们烦恼的

空地上开始有了动静，工程队入场，

在居民们的大力配合下，铲除菜地，

清理荒草、杂物，按照设计师的规

划，铺上富有弹性的塑胶地面，造出

错落的台阶和绿化带，铺设冬天也

不会觉得冰冷的木质长椅，安装健

身器材……几天前，曾经最不受欢

迎的空地变成了小区人气最高的宝

地。天气好的时候，大家会三五成

群，坐在两株和小区年纪差不多大

的大树下聊天，孩子们还可以在画

着格子的地面上“跳房子”，别提多

开心了。他们身后的围墙上画着集

装箱巨轮“中远海运银河号”，这也

是居民们自己的创意：“我们一辈子

在船上工作，看到墙上画的船，就能

想到我们这代人的青葱岁月……”

空地硬件“微更新”后，社区自治

和环境维护也跟上了。国年居民区

党总支书记顾莉敏和国年居民区三

支部书记葛利明说，社区的老党员们

已承包了绿化的浇灌，以后还会平衡

好居民健身与避免扰民的关系。

据悉，五角场街道国顺路375

弄、国权后路25弄社区“微更新”项

目已在施工，三门路358弄、政通路

280弄和吉浦路375弄三处改造项

目预计年内开工，一件件惠民实事

将带给居民惊喜。 本报记者 孙云

脏乱差空地“微更新”
变身休闲健身绿化角

一处占据空地擅自搭建的房

屋，30年间逐步扩大成面积有近

200平方米的二层建筑，恰逢地块

征收，存量违建沦为孤房，在住人员

何去何从？日前，普陀区长寿城管

中队以“软执法”方式啃下了这块拆

违“硬骨头”，用了约一年的时间。

征收地块剩一栋孤房
位于长寿路街道的东新村征收

项目已进入收尾阶段，地块内的绝

大多数房屋均已拆为平地，独有一

栋二层建筑孤立在此。

据了解，此处房屋系L某于

1992年外地返沪后，为了居住，自

己找空地搭建而成的。30年间，L

某为改善自己和家人的居住水平，

多次对房屋进行修缮，最终将其扩

建达200平方米。

由于种种历史原因，该房屋被

保留、缓拆，直至所在的东新村地块

开始征收、周围的房屋陆续拆除，这

栋无证建筑还是“钉”在了征收地块

上。

临时门牌非“身份认定”
2021年3月起，城管队员就多

次上门告知L某，地块征收启动后，

无证建筑将被依法拆除。L某却坚

持以房屋有“临时门牌”为由，拒不

认可房屋是违建，不愿配合拆违，并

要求政府按征收标准给他“分房

子”。

对此，城管中队高度重视当事

人的合法权益。在L某未能出示有

效文件证明房屋合法性的情况下，

城管队员鼓励当事人前往房管、档

案等部门查找与该房屋建设相关的

历史资料。

同时，城管队员则多次赴公安、

房管等部门，希望找到与该地址房

屋相关的产权信息、规划许可或其

他行政审批文件，却都调查无果。

城管队员经向属地派出所核

实后发现，早在2010年前后，派出

所曾统一制发了一批临时门牌，用

于多处沿街商铺或独栋房屋，旨在

方便对辖区的日常管理，无关房屋

的“身份认定”，更不能证明房屋的

合法性。

至此，城管中队经调查确定，L

某擅自搭建的二层房屋属于无证建

筑，依法应当整改拆除。

针对当事人要求征收补偿、拒

不配合拆违的态度，城管队员依程

序向其出具法律文书，并明确告知

后续或将依法对该处房屋进行强制

拆除。

“高龄”违建终被拆除
虽然启动了执法程序，但城管

中队的为民工作从未中断。城管队

员仍旧经常上门开展拆违相关的普

法教育，并会同区整治办、街道服务

办等部门工作人员以及专业律师，

向L某解读法规政策、阐明违法后

果，明确政策红线与法律底线。

从初春到深秋，经过城管等多

部门的宣教，L某的思想态度发生

了转变，认可了自建房屋的违法

性。城管队员也关注到，L某担心

拆违后全家住房没有保障。

对此，城管队员结合L某家庭

户口在沪、在本市他处有房、已享

受廉租房等实际情况，提请街道相

关部门探寻其他符合条件的帮扶

政策，以协助解决L某家庭的居住

困难。

经过一次次上门、一遍遍交谈

后，L某家庭得到了更完善的生活

保障，同意配合拆除违建。

前不久，在L某找到合适房源

搬离“孤楼”后，城管中队联系专业

第三方，对该处建筑予以拆除。至

此，这栋有着长达30年历史的“高

龄”违建终被拆为平地。

本报记者 江跃中

一处违建“生存” 年
城管耐心“啃下硬骨头”

本报讯（记者 罗水元）近日，

上海首条“全再生”道路试验段在

奉贤建成，标志着奉贤区道路养护

维修进入了“低碳环保”“绿色循

环”的新阶段。

这条道路是航塘公路，是《道

路固废材料用于道路基层的关键

技术研究与工程示范》课题实践案

例道路。“全再生”，是指道路全结

构再生，就是将路用固体废弃物回

收破碎、筛分后，再添加部分新骨

料和添加剂（沥青、水泥、再生剂

等），重新拌和形成满足公路路用

性能的再生混合料，用于铺筑路面

底层、基层、面层，从而最大程度地

利用资源和保护环境。

据统计，每年奉贤区区管道路

维修养护使用沥青混凝土2万余

吨、水泥稳定碎石4万余吨。如果

“全再生”相关技术应用于区管道

路养护维修，每年可减排1万余吨

碳排放，既能避免固废材料堆放、

填埋造成的环境污染，又可替代天

然砂石等建材，一举两得。

本报讯（记者 郜阳）上海市

卫健委今早通报：昨天本市新增

本土新冠肺炎确诊病例1例和无

症状感染者11例，均在隔离管控

中发现。自今日零时起，对杨浦

区长白新村街道延吉东路1、5弄

小区（包括沿街商铺）等4个中风

险区解除管控。

上海昨新增本土感染者“1+11”

上海首条“全再生”道路试验段建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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