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曾以“彭浦夜市”为特色的闻喜路，   多米长的
道路两侧，  余家沿街商铺林立，餐饮店“紧贴”居民
区，油烟扰民一度成为挥之不去的难题。如何真正做
到“大家的事情大家商量着办”？如何逐步化解困扰周
边居民多年的油烟扰民“老大难”问题？“环保联席会
议”应运而生，为这条充满“烟火气”的马路带来了绿色
健康发展。

市民对相关部门及时响应表示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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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陈浩）10月10

日，本报第7版“帮侬忙”版面刊登了

《路口大屏幕“高亮”影响行车安全》

一文。有市民反映，杨浦区杨树浦

路德纱路路口西南角，一块屏幕在夜间过度

亮眼，对过往驾驶员行车安全造成影响。据

读者最新反馈，这一情况已得到改善。

市民刘先生告诉记者，杨树浦路是他

每天上下班的必经之路。秋分节气过后，

每天光照时间变短。近期他下班经过该路

段时，因昼短夜长，天色已经变暗。“傍晚6

时左右，我驾车经过该路段时，周边环境较

暗，那块高亮的屏幕就特别刺眼，简直像从

来车方向照过来一盏‘大光灯’，照得驾驶

人员的眼睛很不舒服。”刘先生还说，每次

他驾车沿杨树浦路西向东行驶，因该路段

有一定弧度，还未过兰州路桥（此时大屏幕

约在150米以外），就开始“正对”这块大屏

幕，且避无可避。

不少网友也表示，

这块屏幕差不多有两层楼高，亮度确实大，

屏幕中播放着动态内容，不停切换，确实会

对驾驶员的驾车安全产生影响。

报道刊发后，刘先生经过多日观察，发

现这块原本在傍晚时段开启的屏幕，现

已不再开启。“我观察了一个星期，发现

这块屏幕在傍晚时段已经‘黑屏’。如

今开车经过时，不再有高亮屏幕晃眼

的情况了。”刘先生说。

市民对相关管理部门的响

应表示满意，同时也希望屏

幕管理方能继续做好屏

幕的管理工作，共同

创造安全的通车

环境。

路口“高亮”大屏幕已关闭斑马线路口设围栏路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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闻喜路沿街餐饮店扎堆扰民
“联席会议”化解环保“老大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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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路边五十家店”
油烟异味顽症难破

下午4时15分，记者从闻喜路曲沃路出

发，沿着人行道一路向东观察，步行大约10

分钟，便抵达了闻喜路共和新路路口。一路

上的“烟火气”令人“目不暇接”。这段闻喜

路长200米左右，周边有4个居民区和1所学

校，沿街50余家店铺鳞次栉比：馄饨店、炸串

店、烧饼店等特色小吃店一字排开，多家奶

茶铺前生意红火，外卖小哥们穿梭其中，忙

碌着取餐。此时正值临近放学和下班时段，

不少接送孩子的家长走进熟食店，准备为晚

餐加一份菜。

闻喜华庭小区紧挨着闻喜路。居民们

告诉记者，多年以前，一切并不像现在这般

“岁月静好”。“从早到晚，楼下的9间店铺都

没个消停。尤其是排放出来的油烟气，让阿

拉根本开不了窗、睡不好觉，没有安生‘日

脚’可过！”3年前，陆老伯住进闻喜华庭小

区，本想着静心养老，却被沿街店铺产生的

油烟味“熏”得神经衰弱。“开出夜市是好事，

烟气呛人，却是烦心事。我跟老伴一般都待

在家里，简直是‘苦头吃足’……”

彭浦新村街道综合行政执法队队长蒋

泽峰介绍，这段看似不长的闻喜路，却是远

近闻名。一是辖区居民众多，有彭新小区、

闻喜路935弄和930弄小区、闻喜华庭小区

等4个小区，附近街区的人口总数超过5万

人。二是地理位置优越，靠近多条公交及轨

交线路，交通非常便捷。正因如此，众多商

家“纷至沓来”，一度形成“彭浦夜市”的规

模。三是诉求集中，周边店铺紧挨居民楼，

长期以来的噪声、油烟、垃圾等问题难解，久

而久之，便成了“顽症痼疾”。

“一只手搀好两边”
党建引领化解痼疾

“说到底，商家和居民都是老百姓，都有

正当合理的需求。我们既要执法，更要做好

服务。关键是要找到一个‘平衡点’，才能长

久留住烟火气。”蒋泽峰坦言，问题产生并非

“一日之寒”，解决也不能仅靠“朝夕之功”。

对此，由静安区生态环境局牵头党建引领，

联合彭浦新村街道管理办、综合执法队、物

业部门、小区居民代表等多方面，倾听双方

诉求，找到痼疾的“破题之道”。

彭浦新村街道管理办朱光华说，街道通

过居委干部、楼组长等及时搜集居民的诉

求。今年上半年，曾有一家商铺在店内“偷

炒浇头”，油烟味直接往居民楼里钻。“发现

问题后，我们立即与环保部门联

系，上门沟通，要求整改。没想到，店铺依旧

是‘我行我素’，执法部门发放了责令整改通

知书。”约谈执法后，商家终于不再心存侥

幸，承诺改善物流环节，改成在附近的园区

内烹饪加工浇头后，再运到店内售卖。商铺

“守规矩”后，既不妨碍经营，也解决了扰民

顽疾。

“静安区生态环境局主动与辖区14个

街、镇对接，签订《联建协议书》，以党建引领

的方式，深入基层，解决百姓身边的急难愁

盼问题。”静安区生态环境局执法大队党支

部书记查军不无感慨地说道，闻喜路周边沿

街商铺油烟，就是一个通过党建引领来化解

难题的“范例”。“一只手要搀好商家和市民

两边。”通过这样的方式，生态环境执法大队

不仅大幅地提高了执法效率，也显著地降低

了问题的“反弹率”。

自律组织加联席会
条块属地联合整治

如何引导常管常治，引领商户和社区居

民共同参与到环境治理中来？辖区范围内

的沿街商户成立“商户自律组织”。部分商

家的代表承诺，会在以身作则的前提下，加

强宣传指引，向“兄弟商户”普及环保知识，

共同提高商户的环保意识，推动自觉遵守

环保的相关规定。

街道还组织成立了街区党支部，吸纳辖

区商铺中的党员加入，从居民区抽调专职干

部，走访居民区以外的商铺，做好服务、宣传

与教育。“我现在每天除了巡视居民区，还会

经常逛逛商铺，将告知书分发给商家。要严

控油烟，就要把工作做在前面。”彭浦新村街

道闻喜路居民区党总支书记董勤伟说，他将

活动“半径”扩大后，许多“老大难”的源头问

题迎刃而解。

为此，属地街道、执法部门、商铺经营者

和居民代表等召开“每月固定一次”“有事随

时开启”的“环保联席会议”，直接面对面互

诉衷肠，对接问题需求，探求解决办法，真正

做到“大家的事情大家商量着来办”。

静安区生态环境局法制科科长聂吉祥

介绍，执法人员巡查时会主动向餐饮商户发

放《生态环保E指引》、以案释法材料、《餐饮

业环境管理告知书》及油烟机清洗台账记录

表等实用资料，耐心指导商户如何规范操

作，确保各项环保措施落到实处。“环保联席

会议”不仅为闻喜路餐饮集聚区的环境治理

提供了明确的方向，更为商户与政府部门之

间搭建了一个良好的沟通平台。“我们也将

不断努力，争取不断地推出一个又一个典范

‘绿色餐饮街区’。” 本报记者 徐驰

本报讯（记者 徐驰 通讯员 潘金鳌）

最近，市民刘先生向“新民帮侬忙”反映，漕

宝路与民主路的交叉口处，行人过马路走

斑马线时，遭遇人为设置的不锈钢围栏挡

道，十分不便。

记者在现场看到，该路口有两处斑马

线，半米多高的不锈钢围栏被固定在进出斑

马线的路口中央。多个围栏装置组成了一道

路障，横亘在路口，前后交错只留出狭窄的间

隙，仅能供一人穿过，或需要高抬腿跨过。围

栏由粗壮的不锈钢管子拗成“波浪形”，中间是

两扇可开启的小门，但被链条锁“锁死”。现

场，多数行人为避开围栏路障，不得不从两边

空隙较大的上街沿斜坡处通过。

记者实测，该处上街沿的高低落差有近

30厘米，两边还带有斜坡。“天雨路滑，会很

危险，这是人为给过马路‘加难度’。”刘先生

直言，相关部门如此设置路障，不仅给行人

带来不便，而且还存在安全隐患。

多位行人也表达了类似疑惑。“有必要

这样设置路障

吗？”一位阿婆

举步维艰地试

图跨越围栏，又

担心上街沿落差绊脚，最终只好从围栏间隙

中小心翼翼地绕过，她喃喃自语：过个马路

怎么就这么难！

斑马线上人来人往，路口通道本应是

通畅的，但为何要竖立围栏为行人添堵

呢？据正在路口值班的广场保安解释，在

斑马线路口设置围栏，本是为了阻止非机

动车骑上人行道。为此，有市民提出疑问，

道路公共场所及交通设施理应由专业部门

来规划设置，不应该为了商业广场管理方

便，给行人增加不便。即使由路政部门设

置，也应当充分考虑行人通行的便利性和

安全性。

市民盼望有关部门尽快调整位于斑马

线路口的这几处路障，还行人一条安全、便

利、通畅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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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人过马路十分不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