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这两天，几段外卖员、代驾司机深

夜骑电动车在复兴东路隧道下层行驶

的视频受到网友关注。

非机动车驶入越江隧道，既不安全，

也不合法，但是在深夜却成为没有赶上

末班轮渡人的无奈之举。就像一位外卖

小哥表示，“谁爱穿行隧道？里面出事都

是自己的责任。”这位小哥说出了许多人

的心声。从轮渡收渡至次日运营的5个

多小时空窗期，市区范围内，找不到一条

可以带着非机动车过江的路，只有郊区

的闵浦三桥和松浦大桥还允许非机动车

过桥。前几年，申城一些夜宵线常常被

代驾坐得满满当当，但是公交新规施行

后，禁止乘客携带“折叠电动车”乘坐公

交车。

相比白天，深夜有过江需求的非机

动车数量锐减，但是他们的过江通行权

利，应该得到基本保障，这也是城市温

度的一种体现。非机动车深夜过江难

题，前两年也被提及，但始终没有很好

的解决方案，显然破解难题绝非易事。

一些网友提出是否借鉴大风、迷雾等极

端天气时开放隧道让非机动车通过的

方法，但这需要交警引导，另一方面现

有隧道设计的初衷是供机动车行驶，其

结构、照明、通风等不适配非机动车，容

易发生事故。

破解非机动车深夜过江难，不可能

一蹴而就，需要从短期和长期两个角度

考虑：短期来看，是否可以实行人车分

离，依托现有夜宵线，增加电动车寄存

或换电设施，既保证公交车安全，也方

便骑行者存放车辆，等到第二天再取；

长期来看，是否根据通行数据，选择一

条合适的隧道进行改造，在特定深夜时

段，暂停机动车行驶，允许非机动车驶

入，为逐步化解非机动车过江难问题探

索新的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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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新闻

本报讯（记者 屠瑜）昨天，

市政协举行“外籍人士走进上海

政协全过程人民民主实践点”活

动，部分驻沪领馆官员、友城代

表、白玉兰奖获得者、商会代表走

进实践点，聆听协商民主故事，实

地了解推进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政

协实践。

记者了解到，市政协切实担

起全过程人民民主重大理念首提

地的使命职责，把践行全过程人

民民主作为工作的着力点，创新

开展了一系列的探索实践。市政

协通过建立健全履职议题提出、

深度协商互动、协商式监督、精准

建言资政、广泛凝聚共识、履职成

果评价反馈等六项机制，构建工

作闭环；通过设立上海政协全过

程人民民主实践点，把协商民主

贯穿政协履行职能全过程，推动

政协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活跃有

序开展；把重大的改革发展任务和

群众关心关注的问题，作为协商议

题，特别是充分依托全市235个政

协委员工作站、45个界别委员工作

室和一大批委员联系服务群众联

系点，组织政协委员深入基层一

线，围绕社区治理、加装电梯、养老

服务、社区文化供给、口袋花园项

目等议题开展协商议事，助力民

生难题解决、社会矛盾化解。

参与活动的外籍人士代表表

示，通过此次活动实地参观、了解

了丰富多彩的协商民主创新实

践，对中国的人民政协制度和全

过程人民民主重大理念有了更深

入的认识。

今年以来，上海政协全过程

人民民主实践点共开展各类协商

活动35场次，界别（基层）群众参

与实践点活动1576人次，反映社

情民意信息585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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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上午，上海浦东警方召开新闻发

布会，公布一起假冒知名明星、公众人物实

施网络敲诈勒索案件。记者了解到，犯罪

团伙通过网络短视频平台、社交媒体进行

引流，发布假冒明星私人社交账号，待受害

者添加好友后冒充律师、警方等以涉嫌侵

犯隐私为由对受害者进行敲诈勒索。

近期，浦东公安分局高行派出所接

到一学生家长报警求助，称其12岁的孩

子小李在网上被人敲诈，损失1.1万元。

民警调查中得知，当日小李在家上网时

偶然刷到一条短视频，发现某位“明星爱

豆”意外透露的私人社交账号。小李抱

着试一试的心态添加好友，不久对方竟

通过了，还打来语音通话。小李还沉浸

在加到“明星”好友的喜悦中，没料到通

话的对方却自称“律师”，说小李泄露了

明星的私人社交账号，要承担法律责任，

若小李是清白的，就需要配合他工作。

对方听出小李是未成年学生，于是提出

让小李拿着爷爷奶奶的手机，向他指定

的账户转账验资，用于“证明信用”洗清

嫌疑，事后会自动退还，若不转，就让警

察来抓小李。

在对方持续诱导和施压下，小李最

终拿来老人的手机，扫描对方提供的二

维码转账，共计1.1万元。直至老人发现

扣款提示后，向小李确认才知道被骗了，

于是立即报警。

警方很快锁定一个分布在外省市的

犯罪团伙。8月7日，专案组分别在多地

警方配合下集中收网，抓获6名犯罪嫌疑

人。经审讯，这6名嫌疑人中，其中以陈

某为首的5人系朋友关系，他们偶然间在

社交平台上看到一则“兼职”信息，在明知

这份“兼职”是为境外诈骗分子提供帮助

的情况下，伙同萧某形成了从虚假信息发

布到实施敲诈勒索的犯罪团伙。

经查，自今年1月以来，该团伙通过

各个短视频、社交网络平台发布伪造的

“明星”和“公众人物”相关聊天内容，并故

意留下“明星”和“公众人物”的社交账号

或者二维码，吸引防范意识较薄弱的未成

年学生主动添加好友。随后利用未成年

学生涉世未深的心理，冒充律师、警察、明

星等身份，以涉嫌侵权、泄露明星个人隐

私等违法犯罪为由进行敲诈勒索。

本报记者 曹博文 通讯员 陶世奇

冒充明星加好友 专挑少年下贼手
浦东警方公布一起网络敲诈勒索案件

今日论语 非机动车深夜过江如何“解”
方 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