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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年一度的新民晚报夏令热线，今天落下了帷
幕，从7月5日开线一共40天，其中，上海罕见地出
现持续高温，高温日竟有30多天，相应带来的投诉
也激增，不少市民更向热线“点题”反映诉求。为回
应市民诉求，本报记者与志愿者每天“战高温”，接
投诉、访现场、聊问题、找答案，奔赴在“民有所呼，
我有所应”的路上。而一桩桩城市治理与市民生活
中的难题，也在大家的“鼓”与“呼”中有了回应。
第32届新民晚报夏令热线闭线之际，我们邀请

六位记者，讲述六个采访背后的故事。高温中的奔
波是“苦”的，为民解忧却是“乐”的。无论是帮市民
实实在在地解决问题，还是为城市管理新难题探寻
出路，这些故事折射出的，都是政府各相关部门闻声
而动的作风和新民晚报夏令热线为民服务的初心。

■  月 日
 版

公园晒背火了。当我在社交平台上看到这个

话题时，其实是心存疑虑的——连日40℃高温，真

会有人在公园里晒背吗？不怕晒伤或中暑？

眼见为实，我决定冒着酷暑去几座公园转

转。没想到，不仅有，还有不少。座椅上、草坪上、

通道上……一群群“晒背族”或趴或坐，自顾自撩

衣进行“天炙”，丝毫不避讳周围人的目光。和不

少保安、游客聊天后，发现大家对这个话题都有感

触，有支持有反对，而公园管理方更有着万般委屈

和无奈。

连夜写出稿件，没想到一石激起千层浪，刊

发后引爆网络。不仅被上海所有主流媒体转

载，外地也有许多媒体转发，多篇阅读量超10

万，评论动辄上千条。翻看网友评论，我意识到

释放自由天性与维护公序良俗之间确有矛盾，

如何为各方找到“最大公约数”是城市管理最难

的课题。

与其他稿件解决具体问题不同，这篇稿件抛

出一个具有公共属性的话题供探讨。评论中，网

友们提出了一些建议，比如呼声较高的“划区而

治”等，我都带给了管理方。且不论难题是否有

解，只要能让各方的声音被听到、需求被看到，通

过观念的激烈碰撞增进理解、求同存异，进而推动

城市治理更精细化和人性化，为城市管理探寻良

方，“夏令热线”的存在就是有意义的。

好在，三伏天快结束了，让公园头疼的

“脱衣晒背”可能也将消失。可下一

次又会出现什么新难题呢？年复一

年，热线记者始终在路上。

本报记者 金旻矣

杨浦区控江东三村居民向夏令热线反映，今

年夏天感觉格外炎热，尤其是住在顶楼的居民，

待在家里就像“蒸桑拿”，空调要开几个小时温度

才能降下来，往年则没有这种状况。

对于居民反映的情况，我前往该小区实地

查看。这是一个老式小区，房龄已经有五六十

年，小区里有近一百个楼栋，大多数是五六层的

住宅，且没有安装电梯。大热天里，光是爬到楼

上就要累出一身汗。进到顶楼屋内后，一股闷

热的气息将人包裹，汗水涔涔而下，一测量，屋

内温度居然高达35℃，达到了“高温”标准。居

民直言，自家卧室根本就“不想进，不能待”，睡

觉前要提前几小时开空调，等温度降下来后才

能进来。

往年都很正常，今年为何反常？居民认为，

是去年实施的“美丽家园”工程惹的祸，屋顶改造

后虽然变美了，却不隔热了。那么，事情果真如

此吗？我分别向居委会和街道了解情况，获悉今

年顶楼居民确实普遍反映屋内比往年要热，反映

较为强烈的有100多户。不过，屋顶“变热”的具

体原因，还需询问“美丽家园”的责任方。我又找

到房管部门追查原因，终于了解到屋顶改造时拆

除了原来的防水油毡布，新换的沥青瓦片也比原

来的瓦片要薄，导致隔热效果变差。

“美丽家园”改造本是桩好事，却因考虑不

周导致顶楼居民饱受煎熬。新问题该如何解

决？在我的不断追问下，责任方终于拿出了解

决办法，初步决定在屋顶涂装反射隔热涂料，以

达到隔热降温效果。目前，施工方已选取一栋

楼作为试点，现场搭起了脚手架，如果屋顶试验

达到预期效果，会根据居民需求进行改造，解决

“蒸笼”屋顶难题。

本报记者 李晓明

■ 杜萱
这个夏天，我完成了许多

“人生第一次”：第一次看到自

己写的文字印成铅字出现在报纸

上，第一次走进直播间……

我走街串巷，在城市的高温里感受市

民生活里的苦恼。我走访了令居民陷入

电梯恐慌的小区，感受了骄阳炙烤下缺少遮

阳棚的公交站台，调查了地铁站里扶梯“趴窝”

究竟为何……我真切地听见了市民迫切的诉求

声，也欣喜地听到了来自多方面的及时回应声。

■ 桑艺曼
夏令热线让我有机会近距离了解社会生活中

真实存在的民生问题。令我印象深刻的一例是关于噪

声问题的。投诉人长期被楼下宠物店噪声侵扰，生活质量

受到严重影响。稿件见报当晚，投诉人就给我发来信息：“今天

楼下店家来找我们道歉，说接下来会尝试采取一些措施，希望后

面能有所改善。感谢你们的发声。”

■ 傅世潼
直至现在，我依然能回想起自己初次拨打电话采访陌生人

时的那份忐忑与不安，以及前往现场进行走访调查前，那份既期

待又迷茫的心情。想到我能为百姓排忧解难出一份力，心里感

到十分高兴。

■ 欧阳恺
这次夏令热线的经历让我收获颇丰，去现场采访，为读者呈

现一个真实、全面的故事。我们的责任不仅仅是记录事实，更重

要的是传递信息、引导舆论，促进社会的和谐与进步。

■ 张梦滑
夏令热线这  天太短了，因为我还有太多想去采访和试图解

决的问题；这几十天又很长，长到我可以帮助居民们解决长达几十

年的困扰，长到写稿总写到深夜，采访的电话打了上

千分钟，实地采访的路程超过数百里……这些都是这

段时间我在新民晚报夏令热线成长的痕迹。也希望

新民晚报夏令热线会继续发光发热，去吸引更多年轻

的力量，解决一个又一个难题。

■ 董宁宁
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本次志愿

者经历是我人生中的宝贵财富，不仅让我深入了解

了新闻行业的运作机制和规范，还让我学会了如何

与他人有效地沟通和协作。

■ 杨铭嘉
不知不觉中，今年的夏令热线就要结束了，为

期一个多月的志愿者生活也来到了尾声。我了解

到了一些市民切身相关的困难并帮助市民解决了

他们的诉求，更留下了许多难忘的经历。在土生土

长的城市里，我能

尽一份自己的力。

■ 周弈文
在夏令热线期间，通过现场走访

采访，我进一步了解到了“民生之

忧”，并进一步通过文字呈现在报道中，以

“真实”为准绳，践行“传声正道”的准则。每一

次报道的正向反馈都让我意识到作为社会一员

的责任与使命，让我坚定为可能被忽视的声音助

力的决心。

■ 罗奕旸
通过夏令热线的实习，我从中学习到了很多，通过

查找案例，与市民的沟通，到现场去调查取证，让我知道了

新闻报道必须要真实，必须要从多方角度去辩证看待，而

不是只听单方面的说辞。

大学生
志愿者 心声

公园晒背
“晒出”治理话题 往年夏令热线，我们关注过维修空调衍生出

的诸多问题。比如不少人在维修空调时会撞上

“李鬼”，不仅没修好，还支付了高昂的费用。

今夏又是连续高温，夏令热线又收到了有关

空调的新投诉，那就是清洗。“清洗师傅将机器拆

卸下来，竟然装不回去了，最后和他人视频通话才

算解决了问题。”市民过女士的遭遇，让她觉得特

别荒唐，如此不专业还能给人上门清洗空调？

看到这个案例后，我又和志愿者就相关关键

词再度搜索，发现投诉并非孤例，甚至发生在一些

知名网络平台上。比如针对某生鲜平台的投诉就

有好几起，另一位市民郭女士家的空调不仅被洗

坏了，就连后续的退款和赔偿，平台愣是拖了一年

多都没给出解决方案……

面对诸多同类投诉，我们选择找专业人士来

支招，邀请上海电子产品维修服务行业协会的专

家对此类投诉进行解析，并从源头上给出解决方

案。通过专家提醒广大市民消费者，在清洗和维

修时认准专业的机构和企业，切莫轻信一些“小卡

片”或者互联网的推荐，并向大家推荐最新公布的

“2024年上海市家电维修服务行业推荐企业名

单”，供市民在接受服务时明辨优劣，便于市民按

图索骥，避免“掉坑”。

本报记者 杨硕

2
三回现场

看广场舞“顽疾”

空调清洗
支招辨别“李鬼”

4“蒸笼”屋顶
有了解决方案 5

台风隐患
第一时间处置

1
3

“格美”台风影响申城之前，市民纷纷查找身边的安全隐患。

接到投诉后，我顶着风雨、冒着酷暑，前往梅园邨、四方新城、民

航古北公寓、粤秀名邸等十多处实地采访。这些地方，有的有

车库积水隐患，有的存树木倒伏风险，有的现高空坠物可能。

不仅市民在“盯”，相关部门也紧盯不放，快速响应，及时

处置。我到达现场时，粤秀名邸地下车库的积水隐患已消除，

民航古北公寓的“三驾马车”已着手处置有倒伏隐患的大树，

江杨北路绿化带倒伏的树木已清理，华沁家园高墙外松动的

空调外盖已拧紧……

采访之后，四方新城“穿越”到梅园邨屋顶的一排参天大

树和宝钢九村一棵“亚健康”树都及时得到了修剪，防汛部门

跨前一步将本应由物业公司处理的缺失窨井盖补上了，城管

部门第一时间清理了国际公寓十楼的悬空平台，电信部门关

好了繁荣昌盛小区26楼的基站窗户后，又连夜“回头看”……

凡此种种，都能看到，即使是小细节，市民也在瞪大眼睛

查找，职能部门也在铆足干劲响应。双向奔赴中，一个个隐患

才能快速消除，一处处风险才能妥善防范。快速处置的背后，

是时时放心不下的防微杜渐，唯有如斯，城市才更安全。这，

不能不令人欣慰。 本报记者 罗水元

6危墙背后
还须监管物业

7月31日，夏令热线《市中心一道危墙堵路十多年》报道了

一堵危墙横亘在安远路人行道上十多年。第二天，这堵危墙就

在市城管执法部门的督办下，由长寿路街道多个部门合力拆除，

扫除了市民通行的安全隐患。堵了十多年，拆除不用两天，背后

纠缠不清却又难以监管的竟是物业利益。

自2015年9月10日开始，宗鑫公寓的康苑物业公司在未取

得停车场经营资格的前提下，就对安远路人行道上的“外围车

位”收费管理。10年至少40万元的停车费，既未上缴，也未进小

区。街道的惠民之举被物业念了“歪嘴经”，背后夹缠的利益竟

遭个别业主觊觎，要给好处、送车位才“息事宁人”，而这堵屹立

不倒的危墙就成了停车场掩人耳目的围挡。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五十六条规定，禁止

在人行道上停放机动车，除非依照该法第三十三条的规定施划

了停车泊位。“危墙”倒了，自然影响不少人的利益。物业公司该

受何种处罚？10年停车费如何更好地“用之于民”？停车场管

理主体又该如何规范？相关部门正在积极调查。

此外，我也获悉，小区居民向12345市民服务热线反复反映

的物业用房被当作保安宿舍出租牟利等久拖不决的安全隐患，

此前被街道房办认为“管不了”，现在消防、城管等部门也已关

注，将督促物业一并整改。 本报记者 王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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炎炎夏日，许多市民在夜间走出家门，或约上三五

好友，或加入小区“舞队”，在马路街角或空旷广场上跳

广场舞健身。舞者们方便了自己，噪声却侵扰了他人。

广场舞“顽疾”扰民，已然成为城市治理的一大“痛点”。

今年夏令热线期间，我与同事李晓明和志愿者们一

道，兵分多路，前往浦东大道金桥路、大木桥路零陵路、

漕宝路吴宝路和新村路西乡路等多个先前采访过、集中

投诉多的点位回访。实地踏勘后发现，经过相关部门因

地制宜、多措并举的努力，许多长期困扰周边居民的“露

天舞池”或大有好转，或彻底“治愈”。这背后，是属地街

镇和基层管理者们实实在在的付出。

让我印象颇深的是大木桥路零陵路路口，4个街角曾

全被舞队“霸占”，噪声滋扰周边多个小区的百余户居民。

我“三回现场”，发现每次情况都有所好转，原来徐汇区斜

土路街道先后召开8次协调会，打出提级管理、排摸登

记、推广技防等“组合拳”，将噪声控制在可控范围内。同

样，浦东新区沪东新村街道注重“疏堵结合”，将市民引导

至街心花园。这些，都是基层可复制、可推广的好做法。

先前本报有关广场舞噪声扰民的报道刊发后，引

发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纷纷希望各方同向发力，破

解这一难题。该篇“追踪测评”刊出之后，也取得了良好

的传播效果与社会反响。许多市民评论、转发，对夏令

热线持续关注家门口的民生问题表示感谢。

本报记者 徐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