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记者 李晓明）奉献“金点子”，播下
“金种子”，共享“金果子”——在“人民城市”重要

理念提出五周年之际，7月5日，随着“第3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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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民晚报社共同向广大市民发

出“征集令”——众“智”成城，用“金点子”一起来

“‘点’亮上海”！“‘点’亮上海”的邀约发出后，立刻

引发全社会热烈反响，截至目前，各渠道已收到各

类建议2471条。

“一江一河”滨水空间活力怎样提升，驿站服

务如何准确把握市民游客需求点？环卫公厕适老

化适幼化改造如何更有针对性，还有哪些改进空

间？“新时代城市建设者管理者之家”在选点布局、

装配标准、供应范围等方面如何更加优化？围绕

“更高质量建设人民城市”的目标，市民们纷纷建

言献策，一条条汇聚民智民慧的良谋新计，将化作

赋能未来的“金点子”。

大家的事大家商量着办，大家的事大家一起

办——50场“市民圆桌”话题征集如火如荼。围

绕着“共享单车治理”，市民代表、相关部门、共享

单车企业等齐聚一堂，从如何解决乱停放、如何及

时清运车辆、如何有效规范用户行为等方面展开

热烈讨论，探讨破解之道。而一直为市民所共同

关注的油烟治理、河道治理、社区治理等将陆续成

为共商共议的共同话题，在“人民城市——共建共

享美好家园”中，携手播下充满希望的“金种子”。

“上海地铁是否能够设置寄存箱，方便携带大

件行李的乘客轻松出行？”一位市民提出的建议得

到了相关部门的积极响应，并快速在交通枢纽、重

点商圈等车站试点推出了寄存服务，得到市民点

赞，这正是市民“金点子”转化为“金果子”的具体

实践。“‘点’亮上海”将征集“慧从民来 惠及民生”

的优秀转化案例，在走进“实景画”中，共享满含幸

福的“金果子”。

留言板

上海城市座椅大多布局在花园、绿地、口袋

公园，滨河滨江等地，在幼儿园、小学周边却鲜

有布局。老人是接送学生的主力军，等候时却

没有座椅可坐。建议在布局新一轮城市座椅

时，充分考虑到老年人的需求，结合校园围墙改

造更新，设置公共座椅，方便老人歇歇脚。

建议人 许女士
上海各类博物馆、美术馆，展览活动都很丰

富，适合中小学生和社会各方面人群参观学习，但

是这些场馆除了周一是法定闭馆时间外，其余对

外服务的时间只有 个小时，经常让远道而来的

参观者吃闭门羹。建议博物馆、美术馆，在举办重

要展事活动期间，适当延长开放时间。在国定假

日，或者周末、双休日期间开设夜场。

建议人 韩先生
作为一个体育爱好者，我感到目前区域内的

体育场地面积有限，无法满足广大市民的锻炼需

求，建议大力推广公园绿地的升级改造，打造复合

型多功能的体育公园，在现有公园绿地中因地制

宜配建一定比例的健身设施，从而满足市民多样

化的体育健身需求。 建议人 袁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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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民圆桌 大家的事大家商量着办
现场处置

餐饮店油烟扰民
城管部门现场处置

留言板

今天上午，上海市住建委副主任，市城管执法局党组书记、

局长张永刚走进新民晚报夏令热线接听市民来电，并接受采

访。张永刚表示，今年全市城管执法系统已依法查处电动自行

车及其蓄电池违规停放充电案件1100余起，下一步还将编制电

动自行车、噪声污染防治、户外景观设施拆除等执法指引。

高效处置夏令扰民案件
夏夜来临，工地夜间施工、餐饮油烟扰民等投诉逐日增多，而

维护市民公共利益是城管执法部门一贯的宗旨。对此，张永刚表

示，城管执法部门针对市民投诉较多的问题采取了相关举措。

比如，城市在建工程施工单位为避开高温，有时会在夜间施

工，产生的噪声污染影响了社区居民的日常生活。“对此，我们组

织全系统开展了专项执法整治行动，责令并督促相关施工方采

取有效措施减少振动、降低噪声，做好技术管控，遏制建筑工地

扬尘、噪声污染等违法行为。今年以来，全市城管执法部门依法

查处扬尘污染、噪声和餐饮油烟扰民等破坏生态环境案件共

818起。”张永刚说。

尤其是油烟扰民问题，他认为应重点做好几方面的工作。

“首先，在预防上下功夫，新饭店装修开业前应把相关要求告知

经营者，比如有些区域不能做煎炸，只能做蒸煮或西餐。在装修

过程中也要加强检查，看看设施是否正常运行。此外，要加强基

层治理，看看是否能调整业态。通过共建共治，既能支持商家的

合法经营，又能解决百姓的民生关切。”他说。

他还透露，高效处置的背后离不开大数据监测和智能设备

的加持。全市城管部门依托城管执法对象监管数据库、住建委

扬尘在线监测系统等，运用分级分类现场检查、远程视频巡查、

扬尘噪声智能预警等手段，依法查处未采取有效扬尘污染、夜间

施工噪声扰民等违法行为。

严格查处非机动车违规问题
城市安全是国家整体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国家安全和

社会稳定的基石，也是衡量和检验政府部门工作成效的重要标

准。今年6月1日，新修订的《上海市非机动车安全管理条例》正

式施行。全市城管执法系统聚焦电动自行车违规停放充电、入

户充电、飞线充电等重点问题开展专项执法整治，共依法查处电

动自行车及其蓄电池违规停放充电案件1100余起。

“我们一是要加强宣传引导，二是要采取宽严相济、疏堵结

合的方式。有电动自行车违规充电问题的往往是老旧小区，充

电不方便，这是百姓的痛点难点，所以城管一定要和社区一起，

共同将设施建设好，把秩序维护好，把百姓的生命财产保护好。”

张永刚说。

张永刚介绍，早在今年4月初，本市就制定并下发了电动自

行车专项整治工作方案，明确分四个阶段推进开展。首先是依

托全市城管执法监管对象数据库，运用上海城管App开展住宅

小区全覆盖检查，尤其是聚焦老旧小区、老旧大楼等物业管理薄

弱区域，紧盯违规停放充电夜间高峰时段。其次是结合投诉举

报、媒体曝光及相关部门移送的违法违规行为线索，梳理形成重

点区域和点位清单，逐个消除安全隐患。同时，依托城管进社区

工作机制，将电动自行车安全隐患整治融入基层综合治理，并通

过上海城管App开展常态化专项执法检查，推动建立区级日常

督察勤务模式，形成长效治理机制。

共同维护良好的公共秩序
而在营造并维护良好公共秩序方面，本市城管部门也在抓好执法工作的同时，主动“跨

前一步”走进社区，与百姓面对面。2016年，市城管执法局开始启动“城管社区工作室”建

设，至2018年，实现全市“一居（村）委一工作室”全覆盖的工作目标。截至目前，全市已建成

6308家工作室。

而在去年10月，市城管执法局创新性地将局长接热线和城管进社区有机融合，推出“城

管进社区活动周”行动，集中力量回应和解决市民急难愁盼问题。今年，市城管执法局持续

深化“城管进社区”工作，逐步推广“社区工作站”运行模式，依托网格逐步建立起社区工作

站。今年1月至6月，全系统共受理社区诉件1.8万余件，较去年同期减少6.1%，城管执法社

会满意度测评则同比上升1.2%。

张永刚透露，下一步，市城管执法局还将编制电动自行车、噪声污染防治、户外景观设施

拆除等执法指引，修订健全完善房屋管理、市容、环保、文明施工等裁量基准，完善上海“摊”

服务地图，强化“服务+监管”功能应用，推动新业态经营点位入库纳管。同时，规范轻微违

法行为不予处罚清单执行，做好市场主体专用信用报告替代违法记录证明，统筹规范做好信

用惩戒和信用修复。 本报记者 金旻矣

“征集令”引发社会热烈反响 已收到人民建议2471条

徐女士：锦绣路丁香路附近有一排紧贴

着锦绣路   弄小区围栏的香樟树，一直没

有人修剪，树长得太茂盛，树枝都伸到小区里

了，存在安全隐患。请管理部门核实并尽快

安排修剪。

沈先生：老朱枫公路    号是加油站，

加油站南面和西面的绿化常年无人养护，

树上的虫子很多，影响加油站进出的人

员。请管理部门核实，喷洒药水杀虫，修剪

树木。

季女士：浦东新区三林路    弄   号

小区靠近  号线三林东站，以前没有地铁的

噪声，但现在启动的噪声越来越响了，影响周

边居民休息，希望相关管理部门协调检测地

铁、修复避噪措施。

胡先生：普陀区长寿路   弄  楼某户

将房屋改建为群租房，擅自改变房屋结构，将

阳台改建成厕所。

姜女士：浦东新区航头镇  号肯德基出

口附近电动车乱停乱放，影响市容市貌，请求

管理部门划分区域参与管理。

志愿者 杨铭嘉 张梦滑 整理

犬吠声声喇叭轰鸣 各种噪声不绝于耳

“政立路阳光欧洲城小区外有几家餐饮

店，厨房后门正对小区，油烟扰民严重，希望

管理部门尽快核实并彻底解决。”今天上午，

市住建委副主任，市城管行政执法局党组书

记、局长张永刚走进12345市民服务热线接

听市民来电。针对油烟扰民的投诉，张永刚

表示居住区油烟扰民问题有普遍性，要求属

地城管部门立即前往现场核实并依法依规

处理。

上午9时30分，记者赶到现场。在小区

外的政立路上，有一排沿街店铺，其中遭居

民投诉较多的是一家位于转角处的海鲜店

与一家牛肉面店。在海鲜店的厨房内，员

工正在做着午市前的准备。城管执法队员

检查发现，厨房中安装的油烟净化装置正

在正常运作，灶头上方的排油烟设备也符

合规定。

在后厨门外，记者看到一台较新的油烟

净化设施，约一人高的落地罩将设备罩了起

来。该店负责人徐女士表示，饭店从2001

年开业来一直安装有油烟净化设备，但因后

厨楼上的三楼起就是公寓楼，油烟排放确实

离居民较近，因此曾遭投诉。

长海路街道综合行政执法队副中队长

张斌表示，之前接到居民投诉后也来查看过

现场，发现餐饮店的设备符合2014年公布

实施的《上海市大气污染防治条例》规定。

但为了居民生活考虑，城管部门建议经营者

更新净化设施，并加装异味处理设施和防护

罩。“我们花了十几万元更新了设备，目前这

台是最新型号的，今后我们会定时保养维

护。”该店负责人徐女士说。记者获悉，针对

该店的投诉去年半年约有三四起，更新设备

后，今年至今以来仅有一起。

而在牛肉面店中，记者看到，厨房中也

装有油烟净化设施。张斌表示，这家店今年

初开业，装修时城管部门已经介入，要求经

营者不得将排烟口向小区内排放，并封住了

排烟口，要求整改。开业后，该店的油烟排

放口位置征询始终未获相邻小区业主同意，

问题未得到彻底解决。

今天接投诉再次来到现场后，城管执法

队员对该店“未按规定安装油烟净化和异

味处理设施”的行为开具了调查通知书，要

求经营者前往中队约谈。“目前我们要求经

营者不能制作烤羊肉串等烧烤，只能制作

蒸煮类食物，他们表示同意。后续可能会与

属地部门一起协商，看看是否能调整业态。”

张斌说。

本报记者 金旻矣

更新设备 不得烧烤
“点”亮上海

夜晚屡屡响起狗叫声
日前，家住普陀区谈家渡路的方女士向新民

晚报夏令热线反映，自己家小区附近有两个宠物

店，自去年开始，经常在夜晚听见犬吠声，且时间

多在23时之后，影响睡眠，让人不堪其扰。

方女士和其他居民曾多次向居委会反映情

况。“我们提供的方案其实还蛮容易实施的，而且

对狗狗和宠物店的经营本身不会有损害，但一直

没有得到回应。”方女士等多位居民曾提议，店主

在晚上离店前可以给狗戴上嘴套，这样不会影响

狗的正常休息，同时也能防止其夜间扰民。方女

士还向记者提供了自去年10月份至今年6月份多

次出现犬吠扰民的录音，录音中可以较清晰地听

见持续的犬吠声。

对于方女士反映的问题，记者联系到相关宠

物店的店主进行核实。据店主介绍，宠物店在一

年前收到一位女性客户的8只狗，并出于爱心收

养它们，目前已送走4只。剩下的4只狗都被安置

在店里，为了尽量不影响附近居民，店里都会紧闭

门窗。最近天气较热，店主将玻璃门外的转闸门

留出缝隙透气；前天，物业接到投诉前来沟通后，

店主在晚8时下班后就彻底关上了缝隙。该店主

不认为自己宠物店内的声音会影响到左邻右舍。

记者又与另外一家宠物店联系，对方亦否认

有狗声扰民情况。

16台空调外机齐运转
接连的高温天，空调给家家户户带去了清凉，

但也衍生出不少噪声扰民的问题。

“楼下酒店在我窗外的平台上装了16台空调

外机，一天到晚都在响，对我的生活造成严重影

响。”李女士是浦东新区周浦镇135弄梧桐国际小

区1号楼2楼的业主。据她反映，今年3月份，楼

下的五个商铺被改造成一家酒店，并在2楼的平

台上装了十几个空调外机。

昨天下午，记者来到李女士家中。透过窗户，

记者看见一片较为宽阔的平台，平台的下面便是

一楼的公寓酒店；平台的左右两边各陈列了8台

空调外机，它们距离李女士的房间很近，其中8台

还紧挨着卧室。

一打开窗户，记者便听见空调外机运作的嗡

嗡声。“我们平时一直受这个声音的影响，只能关

着窗户。下午的声音还算小的，到了晚上，等到酒

店里的住户都回来了，声音更响得受不了。”李女

士说。

“我们希望把这些空调外机搬远一点，或者

搬到他们一楼去，不要离我们这么近。”李女士

表示，自己的诉求是空调外机离居民门窗要在3

米以上。

之后，记者联系了楼下公寓酒店的老板李先

生。李先生告诉记者，已经和投诉人约定好了时

间去现场查看，会根据现场的具体情况做进一步

的协商。

广场舞噪声让人心烦
由广场舞引发的噪声问题近年来也同样备受

关注。网友烟雨就评论道：“跳广场舞本来是件好

事，但前提是不扰民。”

近日，江先生向夏令热线反映，在徐汇区零陵

路与大木桥路的十字路口附近，有大量市民聚集

齐跳广场舞，而自己是附近小区的住户，深受广场

舞噪声困扰。

“他们在这里跳广场舞已经有好几年了。除

了天冷和下雨，几乎每天都在。从晚上7点钟开

始到10点多，带来的扩音喇叭震耳欲聋。这附近

有好多居民区，他们的这种行为已经严重影响了

我们的休息。”江先生表示，自己去年8月份已经

联系了相关部门，但如今仍然一切“照旧”。“之前

打了多次电话，但也没有任何措施和效果。”

江先生还向记者诉苦说，现在的情况更加严

重，除了跳迪斯科之外，场地里还新增了卡拉OK

的“娱乐项目”。“他们这里的广场舞是声名远扬

啊，一次我散步走到打浦路都还有人问我想去跳

广场舞怎么走。”

同样受到广场舞噪声影响的还有市民于女

士。据于女士反映，在轨交3号线虹口足球场站

1、2号出口前的宽大平台上，有非常多的市民参

与广场舞活动，旁边还有人唱歌。于女士表示，广

场舞和唱歌所使用的扩音喇叭造成的噪声严重影

响到了周边居民的生活。

“他们广场舞扰民的问题已经持续很久了，最

近尤为严重。一般是在晚上7点半到9点半左右，

就在地铁出口前的平台上跳广场舞。”于女士告诉

记者，广场舞与唱歌活动均准备了音响，并配有3

到4个扩音喇叭。

根据于女士提供的信息，记者昨天来到了现

场，发现地铁3号线虹口足球场站外跳广场舞的

位置，正对着通往地面的楼梯。从地铁出来的人

需要经过广场舞所在的平台，在“背景音乐”的陪

伴下穿过人群，来到地面。而在地面的东江湾路

旁，也有老年歌舞团。于女士说，东江湾路旁的住

户与商户，无一不认识这些“老年歌舞团”。

“老年人需要空间和娱乐活动来释放身心，这

是可以理解的。但从地铁楼梯口下来只有一条

路，他们占据道路，难免会有些碰撞。而且又是老

年人，存在一些安全隐患。”于女士表示，“我们上

班回来也很累了，想要好好休息一下。老年人跳

广场舞是对身心健康有利，但是希望能够找一个

专门的区域，不要产生噪声影响他人。”

除了广场舞之外，还有一位浦东的居民致电

夏令热线，反映在张杨北路赵家沟桥处有一位萨

克斯爱好者，其从早上7点半就开始了“独奏”，严

重影响了附近市民的正常生活。

该市民表示，吹萨克斯的情况已经有好几年

了，之前也向相关部门投诉过，但总是断断续续难

以根治。“最近情况又有了新的变化，桥洞底下又

新增了笛子声，这可让人怎么受得了！”这位投诉

人向记者直言，演奏虽然悦耳，但亦要注意时间。

相关链接

守护“耳边安宁”有法可依
针对噪声扰民的问题，有法律界人士表示，按

照    年 月 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噪

声污染防治法》，噪声扰民已属违法行为，市民可

以用法律守护“耳边安宁”。不同情景下不同的噪

声源，受理投诉部门也不同，分别可以向城管、林

园、住建、环保、交警、公安等部门报告和投诉，还

可以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例如，对于公共场所的广场舞噪声问题，可以

与舞蹈者友好协商。协商不成的，如果场所有业

权人或者管理方，可以向业权人或者管理方提出

投诉和建议，如果场所无业权人，可以向环保和公

安部门报告处理。《中华人民共和国噪声污染防治

法》也有明确的处罚标准，对个人可以处二百元以

上一千元以下的罚款，对单位可以处二千元以上

二万元以下的罚款。 本报记者 杨硕
志愿者 钟其霖 桑艺曼 张浩晨

现场访谈

▲ 执法人员在检查厨房排烟

情况

▲

执法人员检查发现，牛肉面

店未按规定安装油烟净化和异

味处理设施

本报记者 陶磊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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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种各样的噪声一直是每年
夏令时节市民投诉的一大热点，
今年也不例外。夜晚宠物店的狗
叫声，楼下酒店的空调外机声，还

有困扰不少人的“广场舞”扩音喇
叭……近日，多位市民向本报夏
令热线反映，居住环境中的各种
噪声让人烦躁无比。

■ 李女士家窗外的平台上装了  台空调外机 钟其霖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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