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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电梯”人脸识别
“悦达 ·南郊华都”位于奉贤区望园路

2509弄，属金海街道辖区。住在4号楼的居

民赵先生告诉记者，小区共7个门栋，其中3

号楼没有售卖，实际入住门栋为6个，楼高

21层或29层不等，每个楼面有22户，整个小

区共有2882户。

赵先生说，自己是2019年入住的，大约

在2020年，大楼门禁安装了人脸识别功能。

“那时通过人脸识别或刷卡都可以进楼，因

此大家没有感觉到人脸识别有什么不便。”

今年，电梯里也引进了人脸识别功能。

4号楼共有4部电梯，1月份，其中两部试运

行“智慧电梯”；2月13日起，4号楼4部电梯

全部执行“人脸识别”（不能刷卡乘坐）。根

据小区公告，6个门栋的所有电梯全部执行

这一新规。

回不了家 只能“借脸”
自此，没有按照公告及时去指定地点登

记人脸信息的居民会发现“回不了家”了。

赵先生回忆，2月13日晚上，他下班回

来发现进入楼栋后无法启动电梯，由于家在

10层以上高楼层，爬楼梯十分吃力，一气之

下报了警。民警到场后联系物业保安，由保

安刷脸才将电梯启动。这一番折腾，浪费了

他不少时间。“据现场民警透露，当晚有不少

这样的情况。”赵先生说。

家住7号楼的翟阿姨住在1楼，却也遇

到了同样的烦恼。她说，7号楼高楼层

有一位阿婆，女儿在国外，无人照顾。

“那天阿婆敲我家的门，说没法回家

了。”最后民警赶到，通知保安到场，同样也

是“借”了保安的脸才“刷醒”电梯。

而翟阿姨的儿子住在同栋楼的20层，有

天晚上，刚旅游回来的她想去儿子家看望孙

女，却看着电梯干瞪眼，只好请民警帮忙。

还有居民向记者发来一段视频：1号楼

一位居民术后出院回家，被“卡”在1楼不能

坐电梯。别的居民帮不上忙，因为即便他人

帮忙刷脸，也只能去自家所在的楼层。病人

虚弱，瘫坐在地，最后也惊动了民警到场。

居民们反映，他们没法乘电梯，回不了

家，而所有保安、保洁和物业人员的脸却是

“万能钥匙”，随便哪幢楼都能去，“我们只能

报警‘借脸’”。

种种不便 让人困扰
除了回不了家，部分居民发现还面临其

他困扰。

首先，取快递、外卖不便。小区1号楼有

菜鸟驿站，2号楼有极兔。“现在很多快递都

放在驿站或极兔，由居民自己取；指定送到

家的，快递员最多将包裹送到楼栋门禁处。”

居民表示，如果是小包裹，年轻力壮的居民

还能克服自取，但若是大包裹、重包裹，又遇

老人，岂非十分不便？同样，外卖也只能送

到楼栋大厅，由居民自己下楼领取。有居民

称，为了取个外卖，她需要换下睡衣、换上外

衣，再戴上口罩、手套出门下楼，取了外卖后

再回家换回睡衣，给外衣、鞋子消毒等。每

次都要折腾一番让她烦不胜烦，渐渐实在懒

得“走流程”了，自嘲“差不多能治好我的洁

癖了”。而翟阿姨告诉记者，有的外卖商家

甚至“拉黑”了这个小区，拒绝接单。

其次，安全方面也有困扰。有居民担

心，万一发生警情或急救事件，耽误相关人

员上下楼怎么办？另外，如果电梯失控下

坠，常规做法之一是把电梯所处位置以下的

每个楼层都按亮，让电梯一层层慢坠，“如今

只能按亮1楼，就只能眼睁睁看着电梯直坠

1楼”，想想就害怕。

此外，还有居民提到，邻里之间有时会

互助和串门，如果坐电梯只能到达自家楼

层，就很不方便了。

因“地”而设 加强治安
记者从相关方面了解到，这个小区推行

“智慧电梯”，与小区的土地用途、房屋用途，

以及当地的治安情况有关。

记者查看了“悦达 ·南郊华都”居民拥有

房产的产权证明，该小区的土地用途登记为

“商业用地”，房屋用途登记为“办公”，为40

年产权。这里并不是通常意义上的“小区”，

整个格局像是宾馆。开发商将其打造成“类

住宅”小区，以精装修房的面貌销售，每套

“公寓房”面积仅三四十平方米。许多居民

将其视作普通住宅入住，但套内没有接通天

然气，不能上户口。由于是商业用地，这里

也不设居委会和业委会。

小区共有2882户，70%至80%是租户，

因为所有房子都可用于商业和办公，出入人

员复杂，治安问题频发。金海街道对此十分

重视，设立了一个“悦达综合管理站”，综合

派出所人口办、街道、物业力量；最近又推进

“智慧电梯”，要求人脸识别。

听取意见 优化改善
采访中记者发现，其实对于“智慧电

梯”，大多数居民还是支持的，但由此带来的

生活不便也是事实。

为此，管理站方面也在想方设法改善。

比如物业投入保安力量，16:00—20:00在每

栋楼的电梯口增设保安，引导居民乘坐电

梯；如果有居民无法进行人脸识别，保安可

帮忙刷电梯；如果小区内发生突发事件，救

援人员在小区门口会得到保安接应。同时，

对于配送范围为该小区的“固定”快递员，可

纳入常规居民范畴，为他们开通人脸登记，

这一举措已形成预案。至于是否向居民增

发“电梯卡”，也在进一步考虑中。

相关部门回复，“智慧电梯”的“刷脸”措

施，本质是为了提升管理效率、改善治安环

境，后续会采集居民意见作进一步优化改

善，把好事真正办好。

本报记者 陈浩

市民闵女士向“新民帮侬忙”求助，去

年3月，她购买了一份“新冠险”，保单中明

确“新冠确诊保额2万元”。不过，在她确诊

后，申请理赔之路却十分不顺。截稿前，保

险公司回复称“没有拒赔”，双方将见面协

商，争取达成一致。

闵女士购买的产品是“畅无忧互联网

—蚂蚁版”，由太平财产保险有限公司承

保，保险期至2023年3月10日，保费69元，

投保人和被保险人均为本人。去年12月

底，闵女士核酸检测阳性，咳嗽不断，随后

前往松江一家医院就诊，被医生诊断为“新

冠病毒感染”，全程未做CT检查。

今年1月，她向保险公司申请理赔，但

至今没有获得明确结果。“核酸证明、就医

记录等都发过去了，打电话打了1个多月，

还没拿到保险金。”闵女士说，对接的客服

人员说法多变，一开始称若无CT炎症报

告，可能一分钱赔偿都拿不到；后面又说，

公司可以补偿客户500元。更令她气愤的

是，在这家保险公司的App上，报案单上竟

显示为“结案”，且下载不了《结案通知

书》。“自说自话就给我结案了！”对此，闵女

士很是郁闷。她表示，保单中仅写明“确诊

感染新冠病毒”，对于具体症状如“要有肺

部炎症表现”只字未提。她质疑：

“保险公司现在的做法，是

否在故意提高赔付门槛？”

记者联系到“中国太平保险”。是否因

被保险人“无肺部炎症”而拒赔？相关负

责人回应，将马上派人了解详情，致电

闵女士作进一步沟通，并强调“没有

拒赔”。昨天，闵女士告诉记者，

在本报介入下，保险公

司已和她的家人约定时

间见面协商。

本报记者

夏韵

申请理赔“新冠险”
几经波折“门槛高”

“刷脸乘电梯”
遭遇“借脸”尴尬

种种不便引发居民争议 相关部门将进一步优化

多位家住奉贤区“悦达 ·

南郊华都”的居民向“新民帮
侬忙”反映，小区从2月13日
起全面试运行智慧电梯，必须
经过人脸识别验证通过才能
乘坐电梯，且只能到达自家所
在楼层，由此带来的种种不便
引发居民争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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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月13日，电梯内贴出相关告示

▲ 小区土地用途登记为“商业
用地”，房屋用途登记为“办公”

▲ 位于奉贤区望园路2509弄的
“悦达 ·南郊华都”小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