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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区里手机信号弱，业主群里怨声载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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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交车辆每次在浦北路左转虹漕

南路时，车喇叭大声发出“左转弯请注意”

的反复呼叫声，此路口紧靠密集的居民区，

夜深人静和凌晨时的呼叫严重影响了周边

居民休息，建议调小音量，或在凌晨、夜晚

期间关闭转弯提示音。

留言人 沈女士

■ 我是一位家住虹井路的高龄老人，

长期需要看病，医保卡填满了经常要换新，

按现在的办法，要到较远的社保中心才能

办理，多有不便。希望所属的龙柏社区医

院能够恢复原本凭医保卡或身份证可更换

病历卡的服务。 留言人 胡女士
■ 崇明长江隧桥自    年   月   

日至今已通车  年，崇明人的“出行难”因

此得到了缓解，但是“出行贵”却一直是块

心病。本人住崇明，在浦东上班，公交线路

不便，又耗时过长，每月自驾通行费开支要

两千多元。建议能否为岛民办理家庭月卡

或年卡，对通行费适度优惠，或对岛民出行

实行单向收费。 留言人 夏先生

【市民建议】
我们是青浦区崧泽大道    弄的业主，一踏进小区和家门直接就

处于“与整个世界失联”的状态，手机信号简直“弱到爆”，我们就像生

活在“信号孤岛”。希望相关部门尽快采取有效措施，让我们的手机

能早点“打得出接得进”。 市民 张先生

【调查研究】
崧泽大道2229弄共有6幢住宅楼，于去年底刚刚交房。今年初，

270多户业主陆续入住后发现，手机既接不到电话更打不出去，就像是

被装进了一张“屏蔽网”里。面对如此境况，业主们是后悔不迭，“没想

到买了新房子，竟然连基本的手机通信都无法保障！外头联系不到阿

拉，阿拉联系不到外头，真是要‘与世隔绝’了……”

张先生告诉记者，家里一点信号都没有，“我有两张手机卡，一张是

中国移动的，一张是中国电信的。移动页面显示是彻底没有信号，电信

的那张卡只能趴在一个小房间的角落里才勉强有一格信号，但也是没

办法接通手机”。不仅家里和电梯里没有手机信号，通道及地下室也是

如此，整个小区除了室外有微弱的信号，其他区域基本都没有信号。

记者随机在小区实地测试，从室内到室外、从楼上到楼下，所经之

处无论是移动、电信还是联通，手机基本都处于无法接通的状态。

小区里的信号是不是真的有问题？为此，业主们曾请来专业机构

“把脉”。经检测，小区内的信号覆盖确实存在较大“盲区”，通信信号强

度等相关指标也没有达到国家标准。

没有信号，不仅给业主们的生活带来种种不便，还存在着不小的安

全隐患。由于小区里住了不少老年人和小孩，一旦突发疾病或者发生

意外，没有信号联系不上110、120等，后果不堪设想。还有的小区业主

表示，小区的电梯轿厢内没信号，万一有居民被困电梯无法求救，情急

之下做出扒电梯门等危险动作，将会酿出大祸。

业主们称，他们曾和开发商、物业多次协商，但对方认为：这不属于

他们的管辖范围，建议业主和运营商联系。随后，业主们又与相关部门

持续联系将近半年时间，可是信号弱的问题一直没有得到解决。

【解决方案】
记者在调查中了解到，目前我国采用的5G通信技术虽然有着高速

度、低延时等优点，但也存在着辐射传播能力弱，抗干扰能力弱等问

题。要保证信号覆盖，就必须确保设置基站的数量。

尽管早在2007年，国家相关部委就有文件明确要求通信基础设施

要纳入住宅项目的工程概算之中，但在以往的实际操作中，这方面工程

建设通常由各大运营商负责，所以开发商自然对之“不闻不问”。

情况到2020年发生了变化，工信部和国资委为避免运营商之间

的重复投资建设，下发了文件，要求各运营商严格执行共建共享的

要求，并加强与地方部门的协同。三大运营商则以此文件为依据，

不再投资建设小区的通信基础设施。在小区设计图纸审查、竣工验

收等监管环节也没有在这一方面执行相关的政策文件要求，这就造

成了在不少新近开发的小区中，出现了运营商“撤出”、开发商又不

管的“真空地带”。

记者与相关部门多次沟通。中国移动发来回复称，崧泽大道2229

弄确实存在信号盲点的问题，目前已经针对实际情况，启动新基站的架

设报批工作，正在走流程中。考虑到业主们的需求较为迫切，他们会加

急处理，预计今年6月左右会完成审批正式动工。

中国电信则反馈，附近已经布置基站，针对业主反映的问题，将派

工作人员去现场检测信号、调试处理。 本报记者 陆常青

【市民建议】
我妹妹是重度残疾人，无法使用粮油帮困卡前往指定地点购买

生活必需品，平时都由家人代买。可现在家人上了年纪，腿脚不便，

出去买东西也不方便。建议优化粮油帮困服务方式，让越来越多残

障人士能更方便地享受到政府给予的关心和福利。 市民 陶先生

【调查研究】
陶先生的妹妹今年60岁，家住闵行区七宝镇青年路88弄。作为

一名智障人士，她的日常起居都需要家人照料。陶先生介绍，妹妹常

年享有粮油帮困救助，政府部门每季度会为其帮困卡充值200多元，

可去家附近指定超市购买粮、油等必需品。“以前阿拉爸妈身体好，还

能一起出门去买，现在老两口真的有心无力！”陶先生父母都已85

岁，父亲还患有脑梗，腿脚不便。这几年，照顾父母和妹妹的重担全

部压在陶先生一人身上。

他说，离家最近的帮困卡指定超市步行大概需要20分钟，来回

需要消耗不少体力。每次购物“标配”两包大米和一桶油，靠一路推

着自行车，驮着大包小包回家。老小区没装电梯，家住5楼，他还得

扛2袋20斤大米、拎着10斤重的食用油爬楼梯。每爬几层楼，就得

弯着腰喘口气，歇息一会儿，再接着往上挪，一趟一趟地反反复复。

63岁的陶先生得过肠癌，做过手术，身体大不如前。“等我哪天也

走不动，妹妹的帮困卡又该怎么用？又有谁能帮帮她？”每每想到这

些，他总是忧心忡忡。在他看来，小小“粮油帮困卡”是特困家庭感受

政府温暖的一个有效载体，只是帮困对象中不少是老、弱、病、残等特

殊群体，行动不便出门难让他们享受帮扶“有点辛苦”。“相关部门能

不能优化粮油帮困服务方式，比如线上选品结合线下配送模式，让民

心工程更好地惠及民生。”

记者与上海粮油帮困热线取得联系，工作人员表示，此前也多次

收到帮困对象反馈，帮困卡虽能跨区使用，但指定超市数量有限，还

需要线下购物，实在有些不方便。希望能以更便捷的形式（类似送货

上门、线上购物等）帮助到他们。

【解决方案】
数据显示，2021年，上海实施粮油帮困措施惠及120.3万人次，对

生活困难群众给予兜底保障。面对市民建议，闵行区民政局相关部

门根据调研情况给出回复。粮油帮困工作是一项民心工程，本着便

民利民的原则，这些年相关政策也在持续升级，全区范围内推行粮油

帮困电子卡，以信息化的便捷方式取代传统纸质帮困券，不断完善粮

油帮困供应点布局。目前，闵行区能使用粮油卡的商家已有三十多

家。此外，持有本市粮油帮困卡（券）的人员，可以在各区民政等部门

指定确认的任一粮油帮困供应店（点）使用。

对于行动不便或无能力去线下消费的特定群众，闵行区各个街

镇也会组织志愿者服务，参与到社会救助体系建设中，形成对困难群

众帮扶的“组合拳”。如：浦锦街道辖区内的困难群众可通过电话、微

信或现场的方式告知慈善超市所需物品，由超市的员工直接送货上

门或通过志愿者群联系小区的志愿者，由志愿者将物品送上门。莘

庄镇慈善超市地处老城区，对于购买大米食用油等重物的老年人（腿

脚不便为主），如果提出需要上门送货，也会调配超市营业员在合适

的时间段送货。

目前，陶先生妹妹所在蒲汇新村居民委员会表示，考虑到她一家

情况，后续只要提出需求，也会提供粮油帮困送货上门服务。

本报记者 季晟祯 李一能

■ 粮油帮困卡目前需要使用者前往指定地点购买生活必需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