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新育路油污雨水井附近的餐

饮店铺 本版摄影 夏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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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到居民反映后，松江区相关
部门立即冲洗管道并新增监控设备

餐饮油污废水
被倒入雨水井

美丽上海美丽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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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松江区新育路靠近新北街，

沿街餐饮店铺门前有多个雨水井，

井盖上油迹斑斑。住在附近的新

桥镇居民很心忧：“餐饮废水应该

按规定隔油处理排放，不能随便倒

在雨水井里或马路上，这太影响环

境了。”

废水纳入污水管网
5月10日，中央第一生态环境

保护督察组向松江区转交的一件

群众信访举报件反映，新育路379

号、381号、387号、389号，这几家

餐饮店铺外，雨水井井盖较为污

浊，疑似餐饮油污废水被人乱倒在

人行道上，流入雨水井内。

收到信访件后，松江区高度重

视，新桥镇第一时间核查发现井内

确有油脂，综管办对新育路点位的

雨水井进行冲洗，新桥环卫对沿街

路面的环境进行整治，新桥物业对

背街小巷进行清理，目前已完成整

改。属地新桥镇环保办组织区水

务执法支队及新桥派出所、综合行

政执法队、市场所等职能部门召开

协调会，约谈新育路涉事餐饮店铺

负责人，明确对油烟净化器、废弃

油脂收集、乱倾倒等问题的管理要

求和处罚标准，禁止餐饮废水排入

雨水井。同时建立联动微信群，保

持与各商户沟通，宣传相关法律法

规，方便后续问题的发现、化解。

餐饮废水不得未经处理乱排，

否则将影响生态环境。经现场检

查，上述餐饮店的餐饮废水均纳入

新育路市政污水管网。根据《上海

市饮食服务业环境污染防治管理

办法》，“饮食服务经营场所在本市

公共排水管网和污水处理系统服

务范围内的，其废水应当经隔油、

残渣过滤等措施处理达到纳管标

准后方可纳管排放。”《上海市餐厨

废弃油脂处理管理办法》中规定，

“产生单位应当保持餐厨废弃油脂

收集容器和油水分离器的完好和

正常使用。”“产生单位应当将餐厨

废弃油脂单独收集，不得将餐厨废

弃油脂混入餐厨垃圾等其他生活

垃圾或者裸露存放。”

均已安装隔油设施
近日，记者跟随执法人员再次

来到现场。在烧烤店、川菜店、早

餐店等店铺的门口，记者看到雨水

井井盖干净，没有油垢。新桥镇城

市综合管理办公室主任蒋玉峰告

诉记者，经核查，新育路379号、

381号店铺门口，有一处雨水井内

有油脂。而在387号、389号门前，

未发现污水乱排。目前，雨水井内

的油脂被清理干净，同时养护公司

全面冲洗了管道，地面不再“油

腻”，市容环境得到改善。

当天，执法人员还检查了一家

涉事店铺的油水分离器和隔油池

是否正常运作，查看餐厨废弃油脂

收运台账，并再次宣传应当依法合

规排水。经检查，隔油设施没有问

题，台账记录显示最近一次收运时

间是今年5月16日，收运煎炸废油

10千克。至于此前发现乱倒废水

的现象，到底是店铺还是路人，因

附近没有监控，无从查证。

新育路沿街店铺的日常管理

归属为新桥镇集镇区管委会。管

委会相关负责人谢兰英表示，近

期辖区内总计有10处新安装了

监控摄像头，分布在新育路、明兴

路、陈春路、新北街等道路，一旦

发现乱倒废水现象，将通报执法

部门介入调查。现阶段，管委会

开始每日2次巡查，市容部门每

日4次巡查，确保整治后餐饮排污

问题不反弹。 本报记者 夏韵

本报讯（记者 陈浩）5月31日，本

报刊登《手机号被错填入他人快递运

单》，报道市民王小姐的手机号码被他人

误填入快递运单，导致她被反复“骚

扰”。前天，王小姐最新反馈称，这一情

况在记者的介入下终于得到解决。

王小姐家住普陀区长寿路。5月22

日上午，她收到一条来自丰巢快递柜的

“取件通知”，取件地址是“大陆村某丰巢

柜3号柜”。两地相距约38公里。她查

询快递单号，应该是有人将她的手机号

码误填入了快递信息。王小姐多次致电

中通快递，希望对方联系寄件人，修正收

件人手机号码，尽快将包裹从丰巢柜中

取出，以免滞留产生费用；同时，应按收

件地址送货上门，而不是简单地将包裹

塞入丰巢柜。令人哭笑不得的是，之后

她又多次收到丰巢取件通知。从丰巢取

件码多次变更来看，包裹先后多次被放

入了丰巢柜，而收件人号码始终是错

的。她质疑中通快递的售后服务不靠

谱。“多次反映，为何中通公司一直不处

理解决？”

6月6日，记者联系中通快递公司，反

馈这一情况。工作人员之后表示，已派快

递员取回快件，并于当日送货上门。据中

通快递反馈，此事确系收件人购物时，填

错了手机号码。今后公司将提醒快递员

送货时“细致、细致再细致”，发现差错

后第一时间尽快处理。王小姐对

记者说，在此之后，她再未收到

丰巢取件通知，感谢新

民晚报解决了困扰她

多日的问题。

  天后丰巢取件改为上门投递
快递单错填手机号码被反复“骚扰”后续

■ 经过整治，雨
水井的井盖干净
了不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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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勿把医保卡借给他人！ 沪警方今年已捣
毁9个医保诈骗团伙

近日，黄浦区检察院办理了一起以出售

演唱会门票为名诈骗13名被害人100余万元

的案件。5月31日，经区检察院提起公诉，法

院依法以诈骗罪判处丁某有期徒刑九年，并

处罚金人民币十万元。

2023年6月，丁某向朋友小王询问是否

需要五月天演唱会的门票，此时小王正愁抢

不到票，于是通过丁某原价购了2张门票。由

于此前小王曾成功向丁某买过某音乐节门

票，因此他认为丁某有渠道可以获得一些热

门演唱会门票。之后，小王又代朋友向丁某

溢价购买80余张五月天、周杰伦、陈奕迅演唱

会门票，合计转账20余万元。直到演唱会当

日，丁某仍无法出票，小王遂向警方报案。原

来，丁某没有收入来源，长期沉迷于酒吧等场

所，为能够维系高消费的生活，便向身边朋友

谎称可以购买到演唱会门票。起初，丁某以

平价收取门票费后，再以高价购买黄牛票进

行交付，让被害人相信其有能力以较低的价

格购买到演唱会门票。被害人信以为真，有

的还将丁某推荐给身边需要购票的朋友。

之后，丁某虽利用“拆东墙补西墙”的方式

交付了部分演唱会门票，但他将大部分骗得的

资金都用于日常挥霍。随着向他购买演唱会门

票的人数增多，他发现已无法填补资金上的缺

口，整日在酒吧中度过，直至案发。经查，2023

年6月起，丁某虚构有渠道购买周杰伦、陈奕迅

等人演唱会门票，先后对13名被害人实施诈骗，

其间丁某返还部分被害人共计7.9万元，实际诈

骗金额100余万元，诈骗所得均被其用于个人消

费及偿还债务等。检察机关认为，丁某以非法占

有为目的，骗取他人财物，数额特别巨大，应以

诈骗罪追究其刑责。检察机关建议市民在购买

演唱会门票时应选择正规、官方渠道，切勿相

信“内部渠道”等信息，以免遭受财产损失。

通讯员 吴珊珊 本报记者 郭剑烽

“朋友”能代购热门演唱会的门票？ 检察机关建议购买演唱会门票
应选择正规、官方渠道

医保基金是人民群众的“看病钱”“救命

钱”。然而，一些不法分子利欲熏心，竟将医保

惠民政策视作非法获利的工具。记者从今天

上午召开的市公安局新闻发布会获悉，今年以

来，上海警方结合“砺剑”行动，已摧毁医保诈

骗团伙9个，抓获犯罪嫌疑人200余人，查扣涉

案药品20余吨。发布会上，一批欺诈骗保的

违法犯罪行为被披露，可谓“套路满满”。

诱使老人配药换“零钱”
或是有偿借用老人的医保卡，代为配

药；或是诱使老人自己配取药物，再转售套

现……最终，这些用医保卡配取的药物被低

价回收、高价卖出，形成了一条药品倒卖的

“黑色产业链”。今年初，浦东公安分局三林

公安处民警就发现，有人指使他人使用医保

卡超额配药。三林公安处随即会同刑侦支队

民警组成专案组开展调查，发现这一犯罪团

伙的主要成员王某、陈某，通过社交软件联系

外省市的药商弯某。了解到弯某对于某些常

规药品的需求后，王某与陈某便通过微信群

拉拢一些本市户籍退休人员成为“下线”，诱

使这些老年人多次配药换取“零花钱”。待老

人配好药后，王某、陈某就以60%的药价收购

这些药品，然后以回收价每盒加价20%的价

格，发货至外省市牟利。今年3月，民警抓获

涉嫌医保诈骗犯罪嫌疑人58名，查获涉案药

品1万余盒，涉案医保卡105张。

“流动式”接触不同病人
今年1月，长宁公安分局刑侦支队通过对

“过量配药”“短时多次配药”等异常情况开展梳

理分析，发现了一些疑似利用医保非法牟利人

员。4月12日，长宁警方在本市多地和外省市

同步收网，捣毁两处存药仓库，抓获赵某、陆某、

郑某等7名主要犯罪嫌疑人及28名配药“下

线”人员，现场共计查获各类药品3万余盒。原

来，赵某会在本市各大医院通过“流动式”接触

不同病人。一旦发现对方贪小便宜的意愿，便

发展为“下线”。赵某一般采取“点对点上门”

的方式收药，并将囤积的药物存放在隐藏于居

民区的出租屋内。待药品囤积达一定量后，便

运往外省，交给有非法销售药物途径的陆某。

“蚂蚁搬家式”多次配药
医保记录显示：多人在同一天内，于本市

不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频繁配药。虹口警方

接到线索举报，分局刑侦支队展开循线调查。

今年2月以来，虹口警方连续捣毁4个涉嫌医

保诈骗的犯罪团伙，抓获处理犯罪嫌疑人66

名，查获涉案药品10万余盒，医保卡、就诊

卡、身份证4500余张。自2022年以来，王某

等人利用他人医保卡，采取“蚂蚁搬家式”手

法，分批次、分剂量地在不同社区卫生中心配

取药品。“医保卡结算的报销政策，让药品价

格远低于市场零售价。”民警介绍，这一团伙

成员低价购入药品后，加价20元至30元不等

再转卖。民警调查发现，这一团伙以同乡亲

属为纽带，分工明确。一开始，团伙成员以

“兼职赚钱”“免费体检”为诱饵，诱导老人出

借医保卡，或是有偿借用医保卡。后来，他们

更是发展了一批患有基础疾病、能通过医保

途径自行购药的参保人“下线”，形成稳定的

药品供应网络。

警方提醒，市民切勿为了蝇头小利而将

自己的医保卡借给他人使用，或参与非法药

品交易。一旦被发现，医保账户的医疗费用

联网结算功能或被暂停。 本报记者 杨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