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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闻

小区里，就算只迁移一棵树，也
要召开全小区业主大会，无论这个
小区是几十户，还是上万户！
过去一年，12345热线关于小

区绿化扰民的投诉，居高不下。早
在2006年，作为首部开进社区听
证的地方立法，《上海市绿化条例》
要解决的一个问题就是：扰民树，谁
来迁、怎么迁。近年来，条例实施中
有不少成功实践，也出现了一些误
读，造成基层执法困扰。
绿化树不能变成扰民树，备受

关注。
2007年5月1日，《上海市绿

化条例》修订后实施。最直接的修
订原因是：树扰民。修法最直接的

推动者，一位是长宁区人大代表唐
秋生，一位是市人大代表刘正东。
绿化树为啥变成扰民树？两位

代表调研发现：归根结底，种错了地
方，选错了品种。比如，20年前，水
杉是不少小区绿化的首选——价格
便宜、生长快，只是当时没想到，乔
木不能离楼房太近，也不能太密。
扰民树，要回归绿化树，申城有

了首次社区立法听证会。2006年
12月14日，在徐汇区康健街道白
玉兰小区居委会，上海市人大常委
会将立法听证会开进了居民区，听
证内容是绿化条例修订草案，听证
陈述人都是社区居民。2007年1

月17日，市十二届人大常委会第三
十三次会议以“立新废旧”方式全票
通过《上海市绿化条例》，立法听证
会上的焦点问题都有了答案。你家

窗外要是有棵扰民树，依据条例，只
要请物业公司提出申请，绿化管理
部门就会依法来处置。2007年5

月1日至年底，单单长宁区就迁移
扰民树713棵，2008年全区169

个小区迁移了2600棵。
2015年，《上海市绿化条例》再次

修订，市绿化管理部门依据地方立法制
定实施细则，明确若小区出现扰民树，
严重影响采光、通风和居住安全，或者
对人身安全、其他设施构成威胁，即
可向区或市绿化部门提出迁移申请。
这当中一个关键环节是，谁来

申请迁移？答案是受影响的业主。
显然，受影响的业主和全体业

主，是两个概念。这样的制度设计，
提高迁移效率，化解安全风险，更能
有效预防自治失灵“泛民主化”危害
少数业主正当权益。

所以，你家小区，无论是几十户，
还是上万户，要移树，哪幢楼受影
响，哪幢楼就开业主大会申请迁移。
如果，扰民树不只遮挡采光，经

年累月，枝干拍打损坏了外墙，迁移
申请行政许可也免了，直接向绿化部
门备案迁移。至于如何备案，由职能
部门决定，毕竟，从根本上保障公民
财产安全和社区居住安全，是底线。

2023年，依据《上海市绿化条
例》和《上海市住宅物业管理规定》，
《上海市居住区绿化调整实施办法》
出台，规范居住区绿化调整，优化绿
地结构和景观，提高市民生活质量。
在小区，提高生活质量，什么样

的绿化才是好的绿化？一个共识是
——小区就是小区，不是公园也不
是森林，并非四季常青的乔木越多
越好，较之乔木，层次丰富的灌木更

合适。当曾经的越高、越密、越好变
得“并不好”，那就依次纠正，该修剪
修剪，该迁移迁移。
在基层，工作千头万绪，不容

易。正确理解法律、法规和政府规
章，不偏离立法初衷，不机械执法，
才能解决实际问题。听一位基层执
法者说，小区里，“树扰民”影响的通
常是少数人而非多数人，法治城市、
文明社会，立法和执法保障“少数
人”合法合理合情的基本权益，也是
城市温度的价值取向。诚哉斯言！
新年了，上海要在“硬碰硬”解

决问题、“实打实”推动发展上见真
功、求实效。让扰民树回归绿化树，
从解剖一个问题到解决一类问题，
从“点上改”到“面上治”，把主题教
育成果更好体现到解决群众急难愁
盼上，办好有温度的民生实事。

“白+黑”昼夜奋战

上海内环高架有着“中国高架

第一环”之称，对上海市“申”字形

城市快速路网构建具有里程碑作

用，已为城市发展服务30年。针

对高架桥梁结构设施日趋老化、运

行压力激增等问题，有关单位着手

对内环高架进行“年轻化”改造，并

将四平路至政本路这段内环高架

作为试验段，于2022年8月25日

起率先启动。试验段完成后，“年

轻化”改造又继续向试验段两端

（中山北一路至四平路、政本路至

周家嘴路）延伸总计4651米，于

2023年9月8日0时30分正式启

动施工。

作为超大城市中心城区交通

基础设施更新的示范工程，内环年

轻化工程（中山北一路至四平路、

政本路至周家嘴路）包括主线防撞

墙原位拆除后预制吊装9302米，

桥面铺装117337平方米，支座顶

升更换11525个等，同步开展智慧

化升级改造，增设桥梁健康监测和

绿化滴灌系统。

如此大体量的施工中，相应路

段白天依然车水马龙。“为实现白

天开放交通状态下连续施工和保

证白天通行车道数不变的目标，

项目参建方持续攻关，将水射流

机器人横向宽度缩小至0.95米。”

市道运中心城市道路科科长张建

华介绍，在交警总队支持下，工程

在试验段的基础上大幅优化交通

组织方案，将需占道施工的作业

内容集中安排在深夜11时交通封

闭后进行，周一至周四夜间高架

半幅封闭施工，周五至周日夜间

高架全幅封闭施工，取得交通畅

通与施工改造“两不误”的重大突

破，实现白天、夜间连续施工的流

水作业。

优化后的施工方案和施工工

艺大大提升了工效和速度，一天就

可完成4到5跨的施工，一周可完

成约30跨施工；同时，也减少施工

对社会交通和周边居民的影响，探

索出“集中、快速、安全”的交通基

础设施改造新路径。

科技赋能，精细管控

内环高架主线老旧防撞墙的

整体拆除更换，是工程的关键。

各参建方经过研究，决定采用绳

锯切割结合高压水射流破除的新

工法，在破除既有防撞墙的同时，

能完整保留下桥梁翼缘位置的预

埋钢筋，不仅大大提升新防撞墙

与老桥结构的连接性能，还避免

整体破除需植筋带来的材料消

耗，节省成本。

改造工程项目总工程师崔猛

介绍，新设防撞墙结构外观造型

复杂，且涉及多处曲线路段，对构

件预制、存放、运输、养护要求高，

为实现安装后线形和标高误差控

制在1厘米内，采用了最新的三

维点云扫描设备及工艺，保证了

线形数据的高精度。同时，新设

防撞墙采用结构装饰一体预制、

拼装法施工，即厂内预制、现场拼

装的方案。防撞墙按节段分节预

制，防撞等级按最新标准提高至

SA级，墙体高度抬升至桥面以上

1米；墙身采用高强清水C50混凝

土，并在其外侧涂装高分子自洁

饰面。

参建方对工艺关键细节精雕

细琢，采用高压水枪清理连接部

位混凝土界面及钢筋除锈，优化

UHPC浇筑成型工艺，将浇注口、

排气孔预设在新设防撞墙预制构

件上并采用定型钢模板，精细化

管控提升 UHPC浇筑质量。在

“2023年最强寒潮”“速冻”上海之

前，参建单位就根据天气预报，加

大人员配备和机械设备投入，赶

在寒潮来临前完成防撞墙现浇背

包及UHPC浇筑任务，全线基本

撤除施工围挡，确保了施工质量

和工期。

此外，参建方还改进悬挑外挂

支架，通过沿线落水管将水射流施

工中产生的废水收集至地面的沉

淀箱里，废水经过沉淀处理后可作

为施工用水循环使用，减少浪费。

本报记者 罗水元

■“年轻化”改造后的内环高架北段

绿化树不能变成扰民树
姚丽萍

新民眼

“中国高架第一环”北段今焕新
中山北一路至周家嘴路内环高架“年轻化”改造完成

■ 夜间施工现场 市道运中心 供图

经常驾车经过中山北一路至周家嘴路段约5公
里内环高架的市民，今天会发现经过这里时的胎噪
降低了，防撞墙“长高了”，隔音效果更好了，车体也
平稳多了，连过伸缩缝不“跳”了——今天凌晨，随着
内环高架（中山北一路至四平路、政本路至周家嘴
路）中央隔离墩复位、主线及匝道交通标线恢复等施
工内容完成，内环高架“年轻化”改造（中山北一路至

四平路段、政本路至周家嘴路主体结构施工）全面完
成，并与试验段工程（四平路至政本路）贯通连接。
至此，中山北一路至周家嘴路这段长5.3公里的

内环高架北段以“交通动脉、城市秀带”的崭新面貌
迎接新春佳节的到来，也意味着上海在城市更新中
探索出在尽可能不中断交通通行情况下高效绿色施
工的改造新路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