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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应：适老化改造计划于今年9月完工

公交车站缺少坡道轮椅难行

“人民城市人民建，
人民城市为人民。”今起，
随着“第   届新民晚报
夏令热线”开线，市建设
交通工作党委、市人民
建议征集办公室、新民晚
报社共同发出人民建议
征集的邀约，在“人民城
市”的众“智”成城中“点”
亮上海。

    年  月，习近平
总书记在上海考察时提出
了“人民城市”重要理念。
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效
于民——上海大力推动人
民建议征集工作，建立覆
盖全市的人民建议征集
网络，市人民建议征集办
公室和新民晚报社推出
了《上海民声——人民建
议征集专刊》，截至目前，
已从各渠道征集建议超
  万条，重要建议的采纳
率达  . %。

如何更高质量建设人
民城市？如何更高品质绘
就发展蓝图？集民智民
慧、聚民心民力，我们向您
征集让人民群众有更多获
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的良
谋新计，在“慧从民来 惠
及民生”中，用心贡献赋能
未来的“金点子”。

城市更新如何更有温
度？城市治理如何更加精
细？在“人民城市——共
建共享美好家园”主题下，
  场市民圆桌会即将开
启。我们向您征集共商共
议、共同关注的“热点话
题”，在将“人民群众对美
好生活的向往”转化为
“施工图”、细化为“工笔
画”中，携手播下充满希
望的“金种子”。

城 市 建 设 如 何 把
“让人民宜居安居”放在
首位？如何把最好的资
源留给人民？我们向您
征集市民“金点子”转化
为发展“金钥匙”的优秀
案例，在走进“实景画”
中，共享满含幸福的“金
果子”。

人人参与、人人负责、
人人奉献、人人共享——让
我们共同用“人民城市”的
“新智力”打造“人民城市”
的“新质力”！

“点”亮上海，一起来！

■

奎
照
路
四
一
一
弄
小
区
地
面
开
裂

本
报
记
者

张
龙

摄

众
﹃
智
﹄
成
城
，一
起
来
﹃
点
﹄
亮
上
海
！

征
集
良
谋
新
计
﹃
金
点
子
﹄
、热
点
话
题
﹃
金
种
子
﹄
、优
秀
案
例
﹃
金
果
子
﹄

征集渠道

■ 上海人民建议征集信箱（扫码进入，

或通过随申办“互动”栏、上海人民建议

征集门户网站进入）

■ 新民晚报新闻热线：      

■ 移端客户端：新民   “帮侬忙”入口

■ 微信公众号：新民帮侬忙

■ 今日头条号：新民帮侬忙

“您好，这里是夏令热线，请问有什

么可以帮您？”今天上午8时30分，副市

长张小宏作为第32届新民晚报夏令热

线志愿者，坐上了夏令热线接听席，倾

听市民和读者来电。在接听了3通热线

电话后，他以“四不两直”方式前往徐汇

区宛南六村和天钥桥路龙华西路公交车

站，调研检查住宅小区电动自行车充电

设施的覆盖情况和公交站台适老化改造

的民生需求。

宛南六村位于天钥桥路905号，是上

世纪80年代竣工的多层公房、售后房混

合小区，现有900多户居民。经过“美丽

家园”建设后，43幢居民楼全部加装电

梯，外立面也焕然一新，还有社区食堂供

餐、社区医生坐诊等“家门口”的服务。

一路走一路看，张小宏走进了今年刚

刚翻新过的车棚，几十辆电动自行车正在

里面充电。“这里有60组充电装置、120个

插座，居民可以在这里共享充电。”居委会

主任介绍，刚开始的收费标准是1元4小

时，但居民反映时间太短充不满，现在已

调整为1元6小时，同时配备充电保护，电

池充满后自动断电，避免过热着火。

“你们小区现在住了多少人？原居民

和租户的占比是多少？小区里有多少辆电

动自行车？有没有推着电动自行车上楼

的情况？”面对张小宏的提问，居委会主任

表示，小区内现有居民3800多人，租户占

比达到60%，电动自行车则约有360辆。

由于加装电梯比较狭小，电动自行车几乎

无法上楼。但几项数据一对比，也可以看

出小区内的充电端口仍存在明显缺口。

“租户比例高，对基层管理能力提出

了更高的要求。”张小宏指出，要发挥社

区组织、社区居民的力量，共同治理好飞

线充电、电瓶进楼充电等问题。“老小区

的综合改造是一次性的，但通过这样的

改造能把人心聚起来，居委会干部要好

好利用这样的机会，号召居民一起治理

好家园。”

路过一个户外小停车棚，居委会干

部介绍，他们正在充分挖掘资源，小区内

的零星停车位也会逐步安装充电端口。

“结合旧住房修缮改造项目，我们会进一

步增设充电端口约110个，更好地解决居

民电动自行车停放充电难题。”

随即，张小宏赶往天钥桥路龙华西

路附近的公交站点查看情况。

天钥桥路龙华西路公交站停靠166

路、932路、徐闵线3部公交车，周边有强

生花苑、徐汇苑、龙华新村等小区，以及

南模中学（东校区）、龙华中学等学校，也

是龙华烈士陵园公交车上下客的主要站

点，人流量较大。记者在现场观察发现，在

这里上下车的多为老人、小孩等人群，而

公交站台和车道的路面高差约13厘米。

“路面有高差，老年人、残疾人到这

里坐车确实有困难。”张小宏说，公交站

台适老化改造是市政府实事项目，要围

绕公园、医院、社区、活动中心等老年乘

客出行需求较为集中的站点加快推进，

“今天看到的是一个公交站台的情况，但

我们还要考虑到公交车和轨道交通接驳

的一些点位，除了改造好点上的问题，也

要衔接好这些交叉点，做到适老改造的

体系化，让全市老人出行更方便。”

本报记者 张钰芸

“三明治”型公交站无坡道
上午9时，记者来到龙华西路公

交站。家住公交站对面强生花苑小

区、坐着轮椅的汤老先生告诉记者，18

年来，由于这里的公交站台没有设置

坡道，自己没坐过一次公交车。“这个

站台如果能改造好，对我们残障人士

来说真是最好的消息！希望能够早点

实现改造，让我们更加方便地融入社

会。”汤老先生说。

记者在现场看到，龙华西路公交站

属于典型的“三明治”型公交站，结构上

分为站台、车道和候车岛台，其中站台

和候车岛台缺乏三段坡道，轮椅难以通

行。而行动不便的老年人穿行车道时，

也可能有安全隐患。

针对老年需求完善设施
上海市交通委设施养护监督处高

级工程师吕艳萍说，类似站台上海有

很多，通常做法是在公交站台和候车

岛台设置缘石坡道，通俗来讲就是先

将路面往下挖，再做一个缓行的坡道，

这样做的好处是没有普通坡道的倾斜

角度那么大。同时，将非机动车道路

面高度抬升至与站台平齐，实现人行

道到站台路径的“零高差”。最后，在

非机动车道涂上红色铺装，提醒过往

行人和车辆注意安全。吕艳萍告诉记

者，龙华公交站的适老化改造计划于

今年9月完工。

关于公交站台适老化改造，国内尚

无相关标准。为更好地指导公交站台

适老化改造工作，上海市交通委编制完

成了《公交站台适老化指导意见（试

行）》。对于既有路侧式公交站台，有条

件的优先改造成港湾式车站。对于既

有岛式公交站台，主要通过增设无障碍

坡道或抬升非机动车道路面标高方式，

消除上下车动线上的高差。此外，针对

老年人的使用需求，还将继续完善候车

环境和站台设施。

据悉，2024年度，上海主要围绕医

院、社区、老年活动中心、公园等需求集

中的区域，结合港湾式车站改造、公交

站点品质提升、人行道品质提升等项

目，实施100处公交站台适老化改造。

目前，全市已完成26个公交站台适老

化改造，尚有37个站点正在实施改造

中，开工率达63％。

本报记者 任天宝

今天上午8时30分，市领导接听新民
晚报夏令热线第一通市民来电。电话里，
市民反映自己家住徐汇区，有时会带老人
去中山医院看病。由于老人腿脚不便，出
门要坐轮椅，但肇嘉浜路宛平路、天钥桥
路龙华西路附近的一些公交站台没有设
置坡道，导致轮椅很难上站台。此外，有
些港湾式公交站台和人行道之间的非机
动车道上，非机动车通行速度很快，行人
从人行道想要到达公交站台，有时要等很
久。市民希望相关管理部门能够有效解
决这些问题。

回应：已报建今年“美丽家园”改造工程项目

老旧小区路面坑洼房顶漏水

路面留水坑 屋内下小雨
上午8时30分，记者走进奎照路411

弄小区，只见水泥路面坑坑洼洼，一捆捆

老化的电线或挂在树上，或绑在电线杆

上。“小区没有大修过，遗留下不少安全

隐患。”小区物业经理闵晓龙说，水泥路

面年久失修，每逢下雨就形成小水坑，常

常溅得路人一身污水；头顶上的“蜘蛛

网”纵横交错，由网线、电话线、有线电视

线等缠绕在一起，目前大多已被废弃，但

一直无人清理。

最让小区9号楼顶楼居民张毅头疼

的是，屋顶防水层老化，导致房屋渗漏问

题日益严重。张毅说：“今年‘暴力梅’期

间，我家阳台上、大房间等多处漏水，屋

外下大雨、屋内下小雨，只能用面盆接

水。”记者在现场看到，长期渗漏问题导

致屋顶发霉发黑，室内墙皮发霉脱落。

“小区顶层有38户居民，今年‘暴力

梅’期间，有18户居民报修房屋漏水。”江

湾镇奎照居民区党总支书记丁海龙介

绍，物业维修人员只能应急维修，无法彻

底解决房屋渗水问题；小区里的架空线

和楼道里各种线缆比较乱，存在诸多安

全隐患。

有望第四季度开工改造
“奎照路411弄小区已被纳入虹口区

今年实施的‘美丽家园’改造工程项目，

目前处于‘报建’阶段，正在对小区更新

改造项目进行前期设计。”虹口区房管局

城市更新科杨迪透露，项目预计于今年

第四季度开工，不仅会修缮房屋外墙、附

属设施，还将整修小区道路、改造架空线

等。对于加梯意愿比较强烈的楼栋，在

“美丽家园”改造项目实施过程中，将对

相关改造项目进行整合。

“住房是民生之要，关系到广大市民

的生活品质。”张小宏表示，多年来，上海

积极为老旧小区“补短板”，针对部分老

旧小区存在的住房渗漏水、道路破损、环

境脏乱、无障碍设施缺失等问题，持续开

展“美丽家园”建设，通过采取综合性修

缮改造措施，解决一些物业日常维修难

以解决的问题。这样，既改善了居民的

居住环境，也消除了一些突出的安全隐

患问题。这几年，在以往修缮改造项目

基础上，正一体推进小区内架空线入地

和楼道整修工作。在“十四五”期间，上

海每年会安排修缮改造1000万平方米左

右的老旧住房。 本报记者 杨玉红

虹口区
奎照路411弄

今天上午，市民丁海龙致电新民晚报
夏令热线、12345市民服务热线反映，虹
口区奎照路411弄是售后公房小区，建成
近30年，有不少房屋出现渗漏，严重影响
居民的日常生活。同时，小区内道路坑坑
洼洼、黑色“蜘蛛网”悬在头顶，感觉非常
不安全。
对此，市领导回复道：这一问题将转给

有关房管部门，请他们会同虹口区尽快上
门查看，符合条件的话，把小区纳入“美丽
家园”建设计划，解决好居民关心的突出
问题，让居民有个更加舒心的居住环境。

飙升的上海夏季温度，滚烫的市民

来电热度。今天上午，第32届新民晚报

夏令热线在12345市民服务热线大厅开

通。截至11时30分，夏令热线共受理市

民诉求1.1万件，其中建设交通类2959

件，排名前五的为物业维修添置、噪声污

染、物业安保、住房公积金、违法建筑。

上午8时30分，副市长张小宏作为

第32届夏令热线001号志愿者，接听并

回应了前3个市民来电，分别涉及公交

站台适老化改造、美丽家园改造和环卫

公厕夜间开放问题。

张小宏感谢来电的市民并一一回

应，表示相关部门会尽快去现场查看，研

究解决措施。对于第3位来电市民章女

士关于环卫公厕夜间开放的建议，他回

复道：“感谢您的来电。您反映了很多市

民遇到的一个共性问题，就是夜间在外

如厕难的问题。这些年，市里也在不断

努力解决夜间厕所‘不够用’‘不好找’

的问题，包括在大型商圈、商业街、夜班

通宵车的始末站等重点区域推动公厕

实现24小时开放或者延长开放时间，

推动商办楼宇公厕开放，通过开放公园

同步开放公厕等措施增加夜间公厕供

应。此外，还通过在高德、百度等地图平

台中标记公厕点位信息，在微信里开发

‘上海智慧寻厕’小程序，为市民寻找公

厕提供方便。这些工作取得了一定成

效，但仍有需要改进的地方。我们将把

您的建议转给市容环卫部门，请他们进

一步了解市民需求，动态调整开放点

位，推动具备条件的环卫公厕24小时开

放，并且完善相应管理措施，为大家夜

间如厕提供更多便利和安全保障。”

今年新民晚报夏令热线来了十几

位大学生志愿者。接完市民来电，张小

宏慰问了志愿者代表。来自华东政法

大学的杜萱说，希望通过夏令热线更加

切身感受上海的脉搏心跳，看着城市越

来越好；山东大学的钟其霖同学表示，

在夏令热线当志愿者能多接触社会，为

社会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上海海事大

学的周弈文希望更多地了解老百姓生

活中的切实难事；来自北京城市学院的

桑艺曼想更多了解上海的社会生活和

民生问题；上海建桥学院傅世潼则希望

在夏令热线得到锻炼。张小宏感谢这

些来自五湖四海的同学志愿加入夏令

热线。他告诉志愿者们：“今年是‘人民

城市’重要理念提出五周年。我们要以

此为契机，更好地打造人民城市。夏令

热线是上海践行‘人民城市’重要理念

的一个重要方式，一方面是回应老百姓

诉求，解决各方面问题，另一方面也是

收集人民建议很好的平台和窗口，为制

定政策和工作方案提供借鉴，非常有意

义。欢迎你们通过这个平台融入人民

城市的实践中。”

新民晚报夏令热线是始创于1993

年7月的上海媒体优秀品牌，搭建市民

与政府之间沟通的立交桥，一头反映上

海市民夏令“急难愁盼”，一头连线政府

职能部门等快速响应。第32届新民晚

报夏令热线为期一个多月，由新民晚报

社、12345市民服务热线、市建设交通

工作党委、市住建委、市交通委等主办。

今年夏令热线有哪些特点和新内

容？市建设交通工作党委副书记徐志

虎说，今年同步启动“人民城市——共

建共享美好家园”人民建议征集活动。

将通过市民服务热线、人民建议征集信

箱以及合作举办专题讨论会等方式，深

入征集和听取市民对城市建设、治理工

作的意见建议。欢迎大家积极参与，为

构建人人参与、人人负责、人人奉献、人

人共享的城市治理共同体贡献智慧和

力量。 本报记者 谈璎

夏令热线：践行“人民城市”重要理念的一个重要方式
通过老小区改造把人心聚起来

第32届新民晚报夏令热线上午开线

副市长张小宏接线并赴现场调研检查

徐汇区
龙华西路

■ 副市长张小宏
接听市民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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