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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热热！七月伊始，上海就热出新高

度。室外热浪翻滚，让室内的一抹清凉愈

发引人留恋。然而，多位市民向新民晚报

夏令热线反映，本应是避暑佳地的影院、剧

场、图书馆等科教文卫场所，却没有开足空

调，坐在里面看戏看书，热到汗流浃背。还

有室内运动场所闷热难当，打球就好似“蒸

桑拿”。明明装有空调，这些场所却依旧热

到“火辣辣”，到底是硬件不给力，还是服务

不走心？

热到坐不住，影院剧院
空调能否早一点开？
“为什么商场里挺凉快，但影院里却这

么热？”新民晚报夏令热线接到外籍人士迈

克尔（Michael）来电，反映SFC上影影城

（LaLaport上海金桥店）空调不足，很是闷

热，让他无法观影。

“我买的是7月4日上午10时40分的

电影票，10时商场开门后就进去了。一到

五楼的温度凉爽舒适，但走到六楼的SFC

上影影城的时候，却感到明显的闷热。”他

告诉记者，影厅内热到让人无法坐下，更不

用说待在里面看电影。

“这样的炎热，明显是因为影院没有提

前打开空调。等到营业后，这么大的地方

没法在十几分钟里快速变冷。”迈克尔向工

作人员反映空调的问题，对方却表示“我们

没有办法”。他走出影厅想买一杯冷饮，却

又遇到了“冷饮不冷”的问题。“我看到工作

人员从冰箱里为我拿出饮料，但是当我拿

到的时候，它握上去是温的，并不是冰镇过

的样子。是不是影院为了节省电费，昨晚

结束营业后就关掉了冰箱的电源？”

迈克尔表示，他在上海工作生活二十

余年，也在金桥镇居住多年。此前，他经常

在该影院观看傍晚场次的电影，从未出现

任何不舒适的体验。没想到第一次选择日

间场次，就遇到如此潦草的服务。

昨天，记者就此事致电SFC上影影城

（LaLaport上海金桥店），对方表示不知情，

会询问当日负责人后回电。但截至发稿，

记者并未收到影院方面的回应。

无独有偶，还有市民向夏令热线投诉，

兰心大戏院和嘉定区图书馆江桥镇分馆也

存在空调不足、室内闷热的情况，而这些问

题都和服务有关。

市民翁先生反映，7月1日晚上，他到

兰心大戏院听音乐会，19时05分检票入

场，进入二楼席位后，感到温度和一楼有明

显差异，坐下5分钟就开始冒汗，周边几位

观众也拿出自带的扇子扇风。“我走到门口

和检票员反映，她没有核实情况就随口一

答，说前面有观众说空调太冷了，所以就关

掉了。因为实在忍受不了，我再去一楼找

负责人，这时空调才打开并逐渐降温。19

时开始检票，19时30分音乐会就要开幕，

剧院应该提前调试好温度，而不是等观众

来‘适应’。”

投诉嘉定区图书馆江桥镇分馆的刘女

士则告诉记者，因为她正在备考，所以常常

去家门口的社区图书馆学习。“8时20分我

到达图书馆所在的大楼，楼内很凉爽。10

分钟后图书馆开门，一进去就很热。虽然

室内空调已经打开，但几扇窗户还大开

着。我不能理解的是，为什么工作人员不

能在开馆前完成准备工作，提前做好场馆

的通风、预冷？这样才能提供给市民一个

舒适的环境。”

闷到受不了，运动馆空
调能否制冷是个“谜”
面对高温，室内运动馆成了很多市民既

想保持运动习惯又能躲避高温天的选择。

然而，若是室内场馆的室温调控做得不到

位，在那儿的锻炼体验或许更像“蒸桑拿”。

市民顾女士向新民晚报夏令热线反

映，浦东新区一羽毛球馆非常闷热，即便这

两天气温高达38摄氏度，也没有打开球馆

内的排风扇通风降温。

“今年五六月的时候，我们就在这里打

球了，当时就觉得馆内挺闷的。到了七月

的高温天，场馆内的空调、排风扇等降温设

施迟迟未开，让人更受不了。”顾女士告诉

记者，7月4日18时至20时，她和同伴在馆

内打羽毛球，才运动了十几分钟就热到受

不了，必须要下场喝水缓解酷热。

昨天18时30分，记者来到该羽毛球

馆，这里的场地已经全部订满，每一片球场

上都能见到居民挥洒汗水打球的身影。从

中心过道走进羽毛球馆，便能感受到温度

升高，气流不畅通，不到十分钟，记者就开

始出汗。抬头一看，位于球馆顶部的黑色

排风扇静止不动。

“这个场馆的各项设施都很新，但夏天

在这里打球，体验感只有一个字——热。”

记者采访了多位正在场馆内打球的市民，

他们普遍表示，感觉馆里没开空调，也没采

取其他制冷措施。“我是这里的常客，一周

会来打6天球，印象中场馆内的空调就没开

过，排风系统也不好，空气不流通，希望场

馆内加强这方面的管理。”

记者就此事联系了场馆方，相关负责

人表示，黑色排风扇就是空调出风口，该场

馆是新建的，首次经历高温天气，空调从7

月1日起开始调试。“我们这里空调虽然说

在调试状态，但一直开着，每三小时会有工

作人员测温，目前显示都正常。市民反馈比

较闷热的话，可能每个人体感不同，对运动

环境的温度诉求也不同。”另一位负责人则

表示，场馆内的排风系统和空调系统、新风

系统都齐全，馆内高温或许与场馆的两面

大型玻璃落地窗设计有关。“温度已经开到

最低了，技术上我也一直在和项目部门沟

通。目前在运营管理上也做出了一些调整

和应对，比方说加大通风，增设休息区等。”

场馆方说空调制冷已开，市民却感到闷

热难当，测温表上的数字和市民的体感堪称

“冰火两重天”。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

还需场馆方继续找原因，破解这一“谜团”。

本报记者 张钰芸 志愿者 杜萱

是硬件不给力，还是服务不走心？

记者调查

留言板

李先生：普陀区中山北路    号居

民楼门卫室空调损坏，向物业反映问题

后未得到解决。门卫室工作场所温度太

高，无法正常工作，并且设备器械也容易

因为高温损坏。希望督促物业修好门卫

室空调。

周先生：闵行区莘庄工业区颛兴路

   弄绿久苑部分楼栋在消防通道内堆

放了家具、衣服、包裹，还有大量废旧品，

影响了安全通道的通行，有很大的消防

安全隐患，希望管理部门核实情况，尽快

将楼道内的堆物进行清除。

袁女士：  号线龙阳路站台为开放

式，现在天气也开始升温了，等车期间站

在站台上太热了，希望龙阳路站可以增

加冰块、风扇、洒水等降温措施。

孙女士：闵行区紫薇新村，小区平均

每两个月停一次水，过于频繁且停水时间

过长， 月 日停水时间超过  小时，在炎

热的夏天对居民生活造成很大影响。希

望管理部门尽快核实协调解决办法。

志愿者 桑艺曼 傅世潼 周弈文 整理

浦东三林世博家园多位居民向新民晚

报夏令热线反映，家门口的邮政网点上周

突然宣布关闭，办事要去往3公里之外的另

一家网点，高温天里非常不便，尤其是老人

实在吃不消。

三林世博家园是一个大型安置房小区，

整个片区有一万多户、居民数万人口。“小区

是2006年竣工的，我们在入住之后，周边的

银行、超市、药房等相关配套也陆续开出。”

小区居民王女士向记者介绍，其中，位于东

书房路的三林世博家园市民中心是三林世

博家园最大的公建配套项目，总建筑面积

1.2万多平方米，拥有近百个服务项目，是

小区居民的主要活动场所。而中国邮政网

点就在市民中心对面，小区居民在此缴纳水

电煤账单，办理银行储蓄等也非常方便。

“就在前不久，我们到这家邮局取钱的

时候，看到柜台贴出了一张告示，说要在6

月29日关闭，让我们之后到北蔡的一家网

点办事。”王女士说，看到这张告示，大家都

很惊讶，连忙询问原因，“网点说是租赁合

同到期了，之后不再续约所以要关闭。”同

时，柜台还贴出了离此最近的一家邮政网

点的地址和交通方式。

邮政给出的替代网点位于北蔡镇北艾

路910号，这让三林世博家园居民多有不

满。“以前网点就在家门口，出门就可办事，

现在要我们跑到北蔡去办事，这不是折腾

人吗？”居民纷纷表示，家门口的这家邮政

网点不该关闭，除了办理水电煤等日常事

务外，小区很多老人的退休金也是在这里

提取办理的。“现在去邮局取钱，要坐半个

多小时公交车，还要在烈日下走路，大热天

里老人实在吃不消。”

记者查询了解到，从三林世博家园市

民中心，到替代网点北艾路邮政支局，路程

有3公里，虽然有多部公交可达，但时间都

在半小时以上，且两头还需步行。如果步

行少的话，则需换乘两部公交。不仅有时

间成本，还有交通成本。

更让居民郁闷的是，这家家门口邮政

网点的关闭，并非首例。“几年前还有一家

农商银行的网点也关闭了，邮政网点关闭

的同时，身边的银行网点越来越少，太不方

便了。”居民感叹。

实际上，随着银行业数字化浪潮的推

进，近年来线下网点逐年“缩编”。根据国

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公布的金融许可证信

息数据，2023年，退出的商业银行网点超过

2600家。

“虽然网点减少是大势所趋，但还是应

该考虑居民的实际需求。”对此，居民呼吁，

在人口密集型大型居住社区应该保留银行

网点，尤其是老龄化社会，身边的银行网点

不仅仅是办事场所，更已经成为老年人的

社交地，不应该轻易关闭。

本报记者 李晓明

家门口的邮政网点关闭
办事要去往3公里之外，居民呼吁大型社区应保留相关配套项目

空调齐全，这些场所还是火辣辣

▲ 温度记录表上的数字，和在此运动的市

民体感有较大差异

 场馆设施很新，但馆内却很闷热

杜萱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