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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闻

近日，上海集中对全市公安系
统道路交通安全执法、交通运输系
统执法突出问题开展专项整治，面
向社会公布电话、电子邮箱、来信
地址等受理渠道，收集问题线索。
本次专项整治的重点内容，包括
“逐利执法”、执法不规范、执法方
式简单僵化、执法粗暴、执法“寻
租”等五方面问题，将从4月中旬
一直持续到10月底。
执法人员乱罚款、滥收费，面

容冰冷、言语生硬，又或是面对“顽
疾”，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可能
有的市民遇到过类似的问题，笔者
身边也听到过一些真实经历。比如，
一名司机开车时伸手在耳边摸了头
发，却被当作接听电话抓拍下来，之
后的申诉请求，还因“看不清”而被驳
回。又如，小区门口乱停车现象严
重，有朋友为了回家无奈行至对面
车道，却被当作逆向行驶扣了分。
尽管有时罚款数额并不多，但着实
让人一头雾水，甚至感到“冤枉”。
而从全国范围看，道路交通安

全和运输执法领域暴露出的不少

问题，更是直接影响了群众的幸福
感、安全感。
首先是，“指标执法”问题仍然

存在，完成行政考核指标，或者扩
大财政收入的情况兼而有之。据
报道，某地共有628名执法人员在
一天内现场查处同一类型违法行
为超过100起。又如，某地高速岔
道口提示标识设置不合理，导致超
18万名司机“中招”，一条长实线
变成了“印钞机”。
其次，执法方式不规范，让人

感到不近人情。例如，某地粗暴
“一刀切”，对未进入国道检查站接
受安全检查的车辆一律按“违反禁
令标志”抓拍处罚，近两个月抓拍
量就有9300多起。
再者，有些地方存在执法粗暴

的现象。有的便民措施落实不到
位，不认可电子驾照，仍以“未及时
出示证件”为由作出处罚。一些执
法人员是“外包人员”“临时工”，缺
乏监管，法治意识、为民意识淡漠，
甚至习惯于恶意刁难。
应当看到，罚款不是目的，更

不应成为个别执法人员展示“威
严”的手段。执法应兼顾力度与温
度，不能少了“为民”二字。

更宽容的制度环境，其实更能
引导市民自觉守法、主动配合改
正。近年来，上海探索建立市场主
体轻微违法行为容错机制。去年8

月，《上海市交通运输领域轻微违
法行为不予行政处罚清单》出台，
规定了轻微违法不予处罚事项38

项。对初次发生的“无心之失”予
以宽容，体现《行政处罚法》设定的
“过罚相当”和“处罚与教育相结
合”原则，也有利于不断激发市场
活力，优化营商环境。
宽严相济的执法方式，不仅能

够树立执法权威，也能让群众得到
宣传教育。2018年5月，一位上海
民警在处置违停车辆时，以“口头传
唤，连续三次警告，武力升级，行动
前提醒无关人员远离”的规范方式
执法。这段“教科书式执法”被围观
群众拍摄上传到网络后，获得点赞
无数：“依法执法就是最好的执法。”
本次专项整治只是一个开始。

提升道路交通安全和运输执法领
域依法行政水平，切实解决好存在
的突出问题，不仅直接关系到市民
群众与市场主体的幸福感满意度，
更将进一步服务上海建设市场化、
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

本报讯（记者 屠瑜 通讯员

王萍）昨天下午，首批满载着7部电

梯的3辆大卡车缓缓驶入金山区山

阳镇三岛龙洲苑小区，标志着该小

区电梯更新正式启动。小区居民金

晓芸激动地说：“我们天天盼着换电

梯，每次乘坐电梯我都很后怕。有

一次被关在了电梯里，还有一次电

梯从3楼一下就沉到了1楼。”

据了解，三岛龙洲苑小区建于

2004年，小区内高层电梯共有31

部，使用年限均已将近20年。近年

来，电梯因“超龄服役”经常出现故

障，维修频次较高，许多零件因停产

而无法购置。

深入走访居民
协商讨论

对此，三岛龙洲居民区党总支

坚持党建引领，牵头居委会、业委

会、物业公司“三驾马车”齐心发

力。居民区通过聘请专业特种设备

部门对电梯进行专业评估，发动楼

组长、志愿者等深入走访居民。

在了解到广大居民的迫切意愿

后，大家积极研究对策。电梯更新

首先涉及的是资金问题，经过协商

讨论，结合小区正在进行旧房改造

项目，最终确定了“项目改造资金+

维修基金+业主自筹”三方出资的

方案，还根据每个楼道的每个楼层

不同，确定了每户楼道居民的分摊

金额。

更新征询意见
不漏一户

在电梯更新征询意见时，可谓困

难重重。因为要使用维修基金，且需

要自筹资金支付，所以必须落实到每

一户居民，不能遗漏一户。居委会干

部、业委会、物业公司等与社区骨干

多次上门做工作，对不理解的居民

不厌其烦地一再解释、宣传。有的

楼组长到处打听出租户房东的住

址，一早上门去找房东签字；有的晚

上守在楼道门口等业主回家签字；有

的社区骨干多次与房东电话联系，甚

至被对方拉黑也不放弃；有的居民

为让自筹资金全部到位，自掏腰包

帮助有困难的业主垫上自筹资金。

三岛龙洲业委会主任宋晓萍告

诉记者，其实，刚开始时，小区只有

2台电梯同意更新，最终有23台同

意更新，并完成资金筹集，这和大家

的努力是分不开的。之后，经过约

50天的生产周期，第一批7台电梯

更新正式“开工”，后面还将有两批

电梯将陆续跟上。

在当天的电梯更新启动仪式

上，参与建设的三菱电梯上海分公

司更新优化科经理王征表示，同时

在一个小区集中更新23台电梯在

金山区还是第一次。公司前期已经

多次认真勘查和测量，结合小区实

际，提出了优化电梯技术方案，并将

为小区提供“5大核心部件十年延

保服务”，争取把三岛龙洲苑电梯更

新改造工程做成金山的样板工程。

鼓舞“爬楼士气”
缩短工期

据了解，每台电梯安装周期需

约40天，针对高层居民的上下楼难

题，三岛龙洲居民区党总支书记、居

委会主任沈钦慧说，大家群策群力，

对于有过道相连的相邻高层楼房，

采用错开电梯更新的方式进行，方

便居民从隔壁楼道电梯出行；同时，

在楼道内设立爱心凳，让居民在爬

楼时可以稍加休息；通过张贴鼓励

口号等，鼓舞“爬楼士气”。另外，小

区剩下的8台电梯正在积极争取

中，进一步作征询意见，后期如符合

条件还会继续更新。

山阳镇党委书记曹险峰表示，

电梯更新凝聚着居民的期盼。三岛

龙洲苑小区这次借力老旧小区改

造，以人为本，主动跨前，电梯更新

走在全市前列，十分不易。相关部

门要严把电梯工程质量关，并发动

业主参与过程监督，高标准严要求，

在保证安全和质量的前提下，科学

施工，尽可能缩短工期，将对老百姓

的影响降到最低，把实事办实，把好

事办好，让老百姓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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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陀优化营商环境再出实招：上线“住所便利化服务一件事”

从出资方案确定到电梯安装监督都有业主参与
台电梯集中更新23金山一小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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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江跃中 通讯

员 丁婉星）记者昨天从普陀区获

悉，该区优化营商环境再出实招：

“一网通办”平台正式上线“住所便

利化服务一件事”系统，实现了基础

住所证明材料免提交、免跑腿，精准

赋能大型商场、商务楼宇的管理运

营方及登记注册的商户、企业等。

系统上线后，为市场主体住所登记

备案“减负”。

“系统上签个电子章，再拿着租

赁合同，就可去办营业执照了。”这

给即将在改建一新的长风大悦城

B1层开业的商户们，送去了开业

“大礼包”。商场运营主管蔡静雯告

诉记者，按照传统办事流程，一旦商

场有更新改造，改造后新的平面分

隔图，就需要先去监管部门更新、报

备。“原先住所登记备案材料都在线

下办理。”蔡静雯介绍说，“住所登记

备案的材料类目较多，纸质版一套

打印出来60多页纸是常有的事。”

“住所便利化服务一件事”系统

上线后，由商场业主管理方或运营

方统一做一次住所登记基础材料备

案，即可实现住所登记基础材料电

子化和数据共享，商场内商户在办

理营业执照时免于提交。“不需要我

们线下跑腿，小店主开业提交的住

所证明更简单了。”一位商户说，早

一天开业，就可早一天实现创业梦。

在“住所便利化服务一件事”系

统上，区市场监管局还创新赋能“多

场景”应用，为各类企业的经营发展

减负增能。如“住所便利化服务一

件事”系统应用场景，正拓展到“一

业一证”的业务办理。企业在办理

行业综合许可证时，也可通过该系

统，实现相关住所材料线下免提

交。“并且，我们还实现了证照联办，

企业的营业执照、行业综合许可证

办理实现了一人受理，在材料规范

指导上更加高效精准。”区市场监管

局登记许可科相关负责人介绍，日

前由市场监管局负责审批的医疗器

械、食品等12个行业许可证的办

理，已实现了数据打通、住所备案的

联合调阅，下一步还将联合其他部

门，逐步覆盖25个全行业综合许可

证办理业务。

“住所便利化服务一件事”系统

的服务范围，也根据住所的实际情况

进行“定制优化”。位于真光路铜川

路路口的社区商业体臻光里，是拆除

复建项目，虽已竣工验收，但产权办

理滞后。“商户已陆续入驻，大楼的产

证却还要半年才能办下，如何确保商

户如期开业？”大楼运营方中环商业

经营管理有限公司相关负责人严震

表示，区府办和区市场监管局主动

跨前服务，指导运营方通过“住所便

利化服务一件事”系统，上传所需的

工程竣工备案材料。“这样，商户不

仅可如期开业，在开业高峰期，企业

办理营业执照提交的竣备的住所登

记材料也大大简化。”严震说。

执法应兼顾力度与温度
杨 洁

新民眼

为市场主体住所登记备案减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