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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徐驰 李晓明

加装电梯作为一项民心工程，承载着居
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期盼。近年来，上海
越来越多老旧居民楼通过加装电梯，显著提
升了居住环境，不少行动不便的“悬空老人”
也享受到了“自由上下楼”的幸福。
然而，近期有不少市民向“新民帮侬忙”

反映，在加装电梯的过程中遭遇到了各种“坎
坷”：有受到制约无法立项的、有付了钱却迟
迟不开工的，还有施工过程中遭遇阻碍进展
缓慢的……各种折腾也让盼望加梯的居民们
心力交瘁。对此，记者进行了调查测评。老

房
加
装
电
梯
，如
何
迈
过
这
些
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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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滨二村  号楼

立项两年仍未动工
“小区其他居民楼都快完工了，

阿拉这栋楼拖拖拉拉近两年，连个坑

都没挖（见图① 本版摄影 徐驰），
急煞人！”说起“马拉松式”的加梯历

程，宝山区吴淞街道海滨二村51号

楼居民刘先生倒出了一肚子苦水。

据他介绍，小区分南北区，51号

居民楼位于海滨二村南区。北区约

有100栋居民楼，其中4栋楼成功加

装电梯。楼道内总共6层楼，房型为

一梯四户，楼内高层住着不少腿脚不

便的“悬空老人”。2022年开始，居民

经商议，下决心要安装电梯。好不容

易做通整楼居民的思想工作，居民们

也选定了一家心仪靠谱的加梯公司，

并于去年签订合同、完成打款。谁

知，各种意外和困难却接踵而至。

“一会儿说电梯井可能占去小区

通道，一会儿说占去底楼空间，一会

儿又说要补种绿化，前前后后简直没

个消停……”居民如此表示。记者现

场看到，51号居民楼门前“空空如

也”，居民们掏出手机，给记者看同一

小区加梯的“成功案例”，羡慕之情溢

于言表。居民们你一言我一语，说得

最多的就是“希望能加快进度”。

记者看到，加梯合同签订的日

期为去年6月，根据约定，工期为

180天。截至今年9月份，工程早已

逾期。“实际上，什么事情都还没来

得及干，公司就已经违约了。”加梯

公司对此也是非常无奈。

为何加梯一直无法开工？记者

联系属地海一居委。居民区党总支

顾书记解释称，51号居民楼的加梯

工程迟迟难以推进，最为根本的原

因，还是其特殊的“地理位置”造成

的。顾书记坦言，老小区房龄较长，

道路相对狭窄，51号楼又靠近小区

的主干道，加梯确实难度颇高。

具体来说，近2年，加梯遇阻的

主要“矛盾”有三。一是其他楼栋的

居民提出，加装后的电梯会挤占掉

公共区域的面积，影响小区内部的

正常通车与会车；二是电梯井可能

会影响到底楼居民楼的部分房屋面

积；三是涉及部分绿化的移种与补

种的问题。“前两个问题，已陆陆续

续顺利得以解决。目前，关于绿化

补种，我们已在公示相关方案，一旦

通过，会进入征询环节，争取尽快推

进，早日圆居民们的‘加梯梦’。”

普陀区桃浦镇雪松路330弄小

区始建于上世纪90年代后期，房龄

近30年。居民刘女士告诉记者，小

区整体老龄化比较严重，为此，许多

居民都开始谋求给自己的楼栋加装

电梯。然而，她所住的46号楼却被

一根电缆“卡”住了整个加梯进程。

走近46号楼，一个坑井映入眼

帘：底楼的门头四周被塑料棚围拢起

来，中间留出一条简易狭窄的通道供

居民通行（见图②）。多位居民回忆，这

是今年4月份，加梯公司开挖后留下

的。起初，他们还以为这只是“临时措

施”，没想到，却成了长达半年多的进楼

“主要通道”。居民说，多位高龄老人都

在这里“吃过苦头”，有的摔跤，有的受

伤，有的甚至还落下了病根……

刘女士说，46号楼总共有6层

楼，每层四户，楼里“老龄化”“残障

化”的比例较高，既有老人、盲人，也

有多重残疾的困难家庭，所以加梯

需求尤为迫切，大家都时时刻刻关

注着加梯进展。去年，隔壁47号楼

在加梯时，就发现有一根地下电缆

可能对加梯施工有妨碍。对此，去

年11月，居民们就开始“未雨绸

缪”，不仅第一时间告知施工方情

况，还把移除这根电缆的费用也算

在整个工程款里，一并付清。

“我们哪里想到，今年4月份动

工，在挖开坑基、发现电缆以后，加

梯公司承诺会与电力公司联系，却

迟迟没有动作，一直拖到现在！”记

者在施工铭牌上看到，上面写明“管

线移位中待施工”。记者当场联系

了加梯公司——上海梯虎城市更新

建设有限公司。一名孙姓负责人承

认，居民反映的问题属实。他直言，

由于电缆深埋地下，情况复杂，目

前，仍处在“走流程”的阶段。“今年7

月份，我们递交了开工报送书，正在

跟电力公司积极协商。一般来说，

审核需要2个月左右，我们争取尽

快进场，移走这根电缆。”

这样的说法，显然不能让居民们

满意。“如果需要走两个月的流程，那

为何不在第一时间提交申请？明日

复明日，电梯何时才能装上？”小区

居民希望，加梯公司和电力部门都

能够想居民所想、急居民所急，尽快

把电缆移走，早日完成加梯工程。

宛南小区 号楼

腾地难题五年没解
“自从有加装电梯的政策以来，

住在楼内的多位居民都翘首以盼，

奈何雷声大雨点小，这么多年还是

没啥进展……”家住徐汇区中山南

二路925弄宛南小区5号楼的居民

张先生慨叹道，楼栋加梯呼吁了5

年多，但因为“腾地”难题至今都还

没有立项。

记者来到宛南小区现场调查，

张先生所住5号楼位于小区角落，

紧邻马路，整栋居民楼7层高，没有

电梯（见图③），底楼为一家网吧，其

余2至7楼的布局为一梯六户。记

者实测爬楼，即便是一名成年男性，

要一口气登上顶楼，也会累得气喘

吁吁。

张先生说，楼道里的“老龄化”

比例很高。“住在高层楼的许多老人

根本爬不动楼梯，尽量两三天才出

一趟门。平时，他们会多买点菜

‘囤’在家里，就是为了少下楼，加装

电梯成为大家共同的心愿。”

多位居民讲述，5年多来，徐汇

区枫林路街道加梯办也曾来现场看

过几次，得出的结论是：居民楼靠近

马路，底楼还有商铺，难以腾出面

积。不过，张先生和多位居民都表

示，曾与商铺多次沟通，但回应寥

寥，希望相关部门多来实地看看，多

方协商，为他们想想办法。

记者联系了属地宛龙居委。一

名居委会干部直言，这些年，确实多

次收到过宛南小区居民加装电梯的

诉求，居委向属地枫林路街道汇报，

专人也到场勘查过数次。居委方面

透露，宛南小区有24年的房龄，房

屋的栋距较窄，空间有限，难以“腾

地”加梯。“我们会本着从居民们的

实际需求出发，继续在小区里‘挖

潜’，促成多方沟通协商，早日启动

加梯征询。”

现
场

■ 加梯立项多些指导

加装电梯从其本质上讲，是居民

自治项目，首先面临的第一步就是申

请立项关。根据相关规定，加装电梯

一般由房屋所属小区业主委员会作

为项目的建设主体和申请人，未成立

业委会的小区则由居委会代行。

然而，由于种种原因，很多楼栋

在加装电梯时，第一步就卡在“立项”

这一关。比如上述徐汇宛南小区，就

因为栋距较窄需要腾地，而与底楼商

铺难以协调，导致申请难以立项；还

有本报近期报道的杨浦正文花园一

期，因为业委会不肯发起申请，小区

的加梯工程也是迟迟无法立项。

对此，居民建议，虽然加梯主要

是居民自治，但受到各种条件制约，

居民对于相关法规、专业知识了解

有限，也希望居委、业委会、物业能

发挥“三驾马车”的作用，对加梯问

题多一些沟通与指导，让加梯更加

顺畅。

■ 代建单位多些甄别

加装电梯，代建公司的选择也

非常关键。很多时候合同签了，钱也

付了，电梯却没等来，类似情况并不少

见，问题也常常出在代建公司上。本

报近期也报道过一家代建公司资金链

出了问题，导致静安、杨浦多个小区加

装电梯工程受到影响的案例。

据统计，上海市面上的加梯代

建公司有380多家，资质良莠不齐，

其中还包括一些非建筑领域企业。

因此对居民来说，选择靠谱的代建

公司就尤为重要。

如何进行甄别？一个比较简便

的方法是通过“梯小二”小程序来查

询，这是由上海市加梯专班开发推

出的。登录该小程序后，可以查到

各个代建单位的背景、业绩、口碑。

还有居民建议，政府相关部门也可

以推出类似的代建公司白名单，这

样小区居民在加梯时，也可以向政

府部门寻求推荐名单。

■ 加梯风险多些提示

加装电梯从意见征询，到申请

立项，到正式施工，到投入使用，到

后期维保，中间有许多环节，只要其

中任一环节出了问题，都会导致整

个工程受到影响。

每个环节也暗藏着不同的风

险，除了立项等“事前烦恼”，还有加

梯过程中的变故。比如，加梯“误

伤”了煤气管道、结构特殊设计方案

一再修改、施工中出现楼栋沉降等

等，还有事后的维保、管理等问题。

如何尽可能少踩坑？对此，居民

呼吁，除了在加梯流程上更加顺畅

外，在相关法规上也要更加完备，

多一些风险提示。比如，针对加

梯过程中可能出现的相关法律

问题，长宁区最近发布《既有多层

住宅加装电梯法律风险防范

指引》，通过案例梳理，提出

50条防范性举措。期待

这些可复制、可推广的

示范经验，能帮助更

多老旧房屋顺

利装上电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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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评对象 楼高 加梯进展 加梯难点 解决方案
海滨二村  号楼  层 已付款未施工 影响小区通道和绿化 已协商

雪松路   弄小区  号楼  层 已施工但中断 地下电缆造成工程受阻 移走电缆正在走流程

宛南小区 号楼 7层 未立项 底楼有商铺难以腾地 正在多方沟通协调

测
评

1

32

雪松路   弄  号楼

一根电缆卡住工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