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想方设法为民解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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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新闻

本报讯（记者 江跃中 通讯员 丁婉星）
随着新能源汽车数量的快速增长，充电桩

“一桩难求”成为不少老旧小区的新能源车

主的共性难点。近日，普陀区桃浦镇莲花公

寓居民区，通过走访调研，在居委会和居民

自治共治的共同努力下，特辟出一块场地建

设“绿色充电专属区域”，建成开放后，将满

足小区180多台新能源汽车的充电需求。

日前，莲花公寓居民区党总支书记张群

丽告诉记者，莲花公寓在2021年小区综合

修缮时，考虑到小区业主新能源电动汽车的

充电需求，已经在小区东门附近开辟出了一

块新能源停车场。“当时小区的新能源电动

汽车只有70多辆，我们在停车场设置的共

享充电桩，勉强可以解决小区业主的电动汽

车的充电问题。”张群丽介绍说，但近几年小

区内的新能源汽车数量，从原先的70多台

增加到了180多台，现有的共享充电桩“供

不应求”。

充电桩数量上的“短板”，深深困扰着小

区的新能源汽车车主们。“然而小区想要新

建充电桩，困难重重。”张群丽坦言，尤其在

车位紧张、空间布局紧凑的老旧小区，更是

难上加难。记者了解到，居民区要新建充电

桩，需要经过居委会、居民、物业、电力公司

等多方协商，任何一个环节不通过，都无法

开展建设。“安桩”工程不仅考验社区空间规

划能力，也涉及社区治理主体关系协调、居

民自治等问题，更与相关政府部门以及电力

公司、安装充电桩公司等主体密切相关，因

而需要多方配合、协同推进。

第一步要解决的就是“安桩”工程的选

址问题。“居委会通过红色议事厅、青年议事

厅，结合多方意见，召开居民听证会、车主会

议，瞄准了西门的一块空地。”张群丽说，“我

们先去联系了相关的职能部门，去帮我们进

行协调选址，同时由于需要拆墙改造，工程

涉及附近两栋楼的居民，我们还要去做居民

的工作，征求他们的同意。”

在征求意见的过程中，这两栋楼的居民

最在意的，是停车场投用后，车进车出是否

会对居民的出行造成影响。莲花公寓党支

部充分听取意见，合理优化停车场的路线设

置，对人行道、机动车道进行了分离。

据介绍，目前，莲花公寓居民区的新能

源停车场项目正在建设中，这里将规划新增

30个共享充电桩，预计将于今年12月竣

工。届时，将缓解小区居民新能源汽车充电

的“一桩难求”。不仅如此，在新能源停车区

域，还加装了道闸系统，仅有绿牌的新能源

车辆能够进出，保障“绿色充电区域”的高效

合理利用。

拆除原有地锁
杨浦区城市名园多年停车

困境终见曙光
本报讯（记者 孙云）位于杨浦区包头

路上的城市名园小区“园”如其名，在周边十

分知名，不过，不是因为小区品质高而出名，而

是因为存在不少历史欠账屡被居民投诉以及

新闻媒体曝光而“闻名”，其中最受关注的就

是停车难题，特别是最多时达到近300个车

位地锁，更是饱受诟病。令人欣喜的是，困扰

城市名园长达10余年的停车困境终见破解曙

光——记者从殷行街道昨天举行的城市名园

整治工作专题会上获悉，广泛征求居民意见并

参考其他大型社区经验制定的停车规约草

案已启动公示，其中明确约定禁止设置地锁，

同时，想方设法化解车位先天不足、存在严重

缺口的矛盾，为规范停车秩序打下基础。

1：0.1的超低车位占比、没有地下车库，

是这个动迁商品房小区的两大硬伤。城市

名园2004年竣工之初，226个地面车位并不

显紧张，所以，当时为了规范停车秩序，物业

代业主在车位上加装了约250个地锁，并收

取了押金。后来，部分居民效仿安装地锁，

并签署了今后无条件配合拆除地锁的承诺

书。随着经济发展，居民的私家车保有量不

断上升，停车矛盾日益凸显，虽然车位陆续

增加，现在已达430个，但每天晚上“塞”进小

区的车辆多达约750辆，秩序想不乱也难。

遍布小区的近300个地锁不但加剧了车

位资源的紧张，更有绊倒行人的安全隐患，

不断有居民投诉。为此，殷行街道党工委、

办事处从2021年起就不断召集相关职能部

门召开小区综合整治专项工作现场会。截

至2022年底，经两次小规模整治，已拆除无

主地锁28个，变更为公共车位。今年5月，

小区居委干部带头自我整改，拆除4个地锁。

拆地锁势在必行，多部门联合参与的工

作专班一方面做好宣传引导、指导业委会优

化绿化布局，增设停车位；另一方面指导业

委会制定停车规约。在居民意见征询座谈

会上，业委会充分吸收居民关于停车问题的

意见，包括提供固定车位、清理僵尸车、提高

停车费发挥“价格杠杆”作用、加强对外来车辆

管理等问题，并体现在停车规约中。同时，街

道还积极拓展小区外的公共停车资源。

目前，切合城市名园实际情况的停车规

约草案已经开始公示，其中明确对于“包月

车辆”“第二辆车”“第三辆车”“租户车辆”

“亲情车辆”“临停车辆”等进行分门别类的

管理，除了禁止设置地锁外，还提出了违规

行为逾三次即纳入“黑名单”等新制度。规

约草案虽然触动了少部分人的利益，却让大

多数人看到了社区面貌改善的前景。预计

草案将在9月开始下一步征询，通过后就可

以正式实施，地锁之困终将得破。

建设充电专区
普陀区莲花公寓缓解小区

新能源车充电难

本报讯（通讯员 杨晓俊 记者 江跃中）

近日，黄浦警方经过6个月的缜密侦查，会同黄

浦区烟草专卖局，成功捣毁一个集合了“上游进

货”“中游分销”“下游出售”犯罪链路的特大非

法经营卷烟犯罪团伙，涉案金额3000余万元。

今年1月，黄浦公安分局经侦支队在类案

打击工作机制牵引下，主动对辖区涉及烟草售

卖的异常情况开展分析研判，发现一便利店在

未取得烟草经营许可资质的情况下，对外大量

销售无许可标志的境外品牌香烟。

经查，涉案便利店店主吴某强伙同其兄吴

某胜、其妹吴某苹等人，通过非法渠道引进卷

烟，利用手机聊天软件在朋友圈发布广告大肆

售卖。警方顺藤摸瓜，抓获犯罪嫌疑人18名，

捣毁门店、仓库等窝点16处，现场查获境外品

牌卷烟3600余条，涉案总金额达3000余万元。

目前，犯罪嫌疑人已被黄浦警方依法采取

刑事强制措施，案件在进一步侦办中。

朋友圈发广告私售外烟牟利被抓

苏州河普陀段两岸景观照明二期工程于

近期完成建设调试后亮灯，为草木葱茏、风光

旖旎的苏州河再添几分光影之美。二期工程

以“光影为笔”，推进景观照明绿色低碳发展

和节能降耗，灯具全部使用LED高效节能绿

色光源，让建筑照明质量与环境绿色生态相

得益彰，使苏州河普陀段沿河堤岸、滨水空间

的夜间照明得到整体提升，同时还将注重船

行视角和人行视角相结合，打造“半马苏河”

更多的夜景亮点。

图为夜幕下的苏河普陀段在灯光的映衬

下更显流光溢彩 杨建正 摄影报道

“半马苏河”灯光焕新

今年9月，来自云南寻甸的女孩

马瑞晞，将跨越2200多公里的距离

来上海赴一场约定。作为今年新生

的她与华东理工大学的缘分种子，早

在五年前就被该校第20届研究生支

教团（以下简称“研支团”）深深种下。

师生成为校友
马瑞晞初中就读于云南省寻甸

县仁德一中，而这所中学正是华理第

20届研支团支教地点。当年，马瑞

晞就和来自上海的大学生们约定要

在上海重聚。今年高考前，马瑞晞早

早定下了明确的目标志愿——华东

理工大学。近日，她如愿地收到了这

所心仪高校的录取通知书。

“非常感谢张老师，他不仅帮助

我提升学业成绩，还让我确立了我的

目标和梦想。”马瑞晞口中的“张老

师”就是华理第20届研支团成员、商

学院2022届硕士毕业生张小鹏，支

教期间担任马瑞晞的数学老师。

彼时的马瑞晞正处于迷茫之中，

“那段时间我的成绩并不理想，虽然

心里也着急，但身边同学的学习状态

也不佳，我就有些随波逐流了。”谈起

这段时光，马瑞晞无比庆幸自己跟研

支团老师们的相遇，“张老师说他们

周末会在图书馆处理工作，如果我们

需要学科辅导可以去图书馆找他

们。”图书馆之约给马瑞晞吃了一颗

定心丸，此后每个周末的下午，她都

会和同学一起来到图书馆找老师们

答疑解惑。

上海来的老师们给了马瑞晞极大

的信心，而张小鹏口中丰富多彩的大学生活则

让她树立了明确的目标——去上海读大学。

除了马瑞晞，还有许多云南的孩子与华

理研支团结下了“不解之缘”，他们日后成功

地走进华理、来到上海。

接棒资助宣讲
数学学院2020级本科生李鸿娇至今记

得华理第21届研支团到云南寻甸民族中学

宣讲的场景。那时，坐在第一排的她听得格

外认真。这次宣讲，让她第一次了

解华理，第一次了解到助学贷款等

政策。因此，在填报志愿时，她果

断选择华理作为第一志愿，最终成

功通过“励志计划”圆梦华理。

李鸿娇说，她一直记得那一次

研支团的宣讲会，也一直记得入学

时学校提供的各种帮助。“后来，我

也决定加入学校资助宣传队伍，像

当年的研究生学长学姐一样，回到

我的家乡，进行资助宣讲。”

今年2月，李鸿娇获评第五届

上海高校十佳学生资助宣传大使

一等奖。李鸿娇的圆梦之路，离不

开研支团的帮助与支持。她的故

事，是研支团帮助孩子们圆梦的缩

影。通过资助宣传，研支团为孩子

们打开了通往更加光明的未来的大

门，而她选择回乡继续做资助宣传

的工作，更是她牢牢攥住华理研支

团资助宣讲“接力棒”的美好象征。

助力少年逐梦
刘君呈，是云南省寻甸一中的

一名高二学生。在他眼里，华理研

支团的老师们是会陪同学们一起

做游戏、缓解心理压力的哥哥姐

姐，也是会开展科普实验课、分享

备考经验的小老师。这些科普实

验课让刘君呈感受到科学的魅力，

他开始对知识充满好奇与渴望。

今年暑假，他在研支团的带领下参

加科学营，与来自全国各地的小伙

伴们一起探索科学的奥秘。包括

刘君呈在内，华东理工大学今年资

助了20名寻甸的高中生，参加青少年高校

科学营。刘君呈把华理作为自己的高考目

标，他相信，华理将为他提供更多的学习机

会，让他能够实现自己的科学理想，为社会

做出贡献。

多年以来，华理与云南寻甸携手，让越

来越多来自寻甸的孩子走进了自己心仪的

学府。这种合力，正在改变着孩子们的人生

轨迹，亦助力他们在追逐梦想的道路上越走

越远。 本报记者 张炯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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