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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建中老伯退休后从市区搬到了松江区陈春路的象屿怡庭
小区。这里空间开阔、环境幽静、邻里友好，很适合他和老伴。
唯一困扰他的地方在于，一到地下车库就“失联”。“以前，一进车
库就没信号，电话打不通，微信发不了，导航用不了。现在，进了
地库手机信号很好，我们居民很满意。”沈老伯说。

遇到紧急情况需要打电话，手机却没信号；购买了智能汽

车，开进车库没有信号导致智能充电桩和车载多媒体无法正
常使用……这些数字时代的“急难愁”问题正逐步得到改
善。    年、    年，上海市连续两年将“住宅小区地下车库
移动通信网络覆盖工程”列入为民办实事项目。这一举措不
仅极大地提升了居民的生活品质，也为城市的信息化发展注
入了新的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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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个小区
地下车库
已实现

信号全覆盖
    年、    

年，通过市区协同、部

门联动、政企合作等

方式，上海全市已累

计完成4715个住

宅小区地下车库的信

号覆盖工程。

拥抱数字化，“信号盲区”成短板

协调加科普，给居民吃“定心丸”

  小时对接，带动“解决一类事”

破解数字时代“急难愁”，4000多个申城
住宅小区实现地库“信号自由”

地上到地下 服务不掉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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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老伯开车回小区时，老伴一般会

先在自家楼栋前下车，他则把车开到地

库，但老伴经常把东西落在车里，“我刚

开进车库，她就打电话提醒我把东西带

回家里，却怎么都联系不上。我经常开

车去市区，在地下车库也不能用导航。”

地下车库失联问题是困扰很多

居民的普遍性问题。比如，有居民反

映，以前早高峰送孩子上学，由于地

下车库信号弱不能提前扫码支付停

车费，停车场的闸机口就会排起长队，很

耽误时间。有的地下车库装了非机动车

充电桩，方便居民安全充电，但地下车库

信号不佳，居民只能扫了码跑到地面去找

信号，付好费再跑回充电，来回折腾。

不少购买了智能汽车的居民，更是

受到地下车库没有通信信号的问题困

扰，诸多车载应用无法正常使用，明明是

智能汽车却变“傻”了。

对小区管理方来说，地库信号失联

也痛点不少。比如，怡庭小区的地下车

库安装有水箱和一些监控设备，维修人

员需要定期巡检、维护，但工人一进地库

就失联，遇到一点问题就要跑上跑下，非

常麻烦。如果出现什么状况，不能及时

联系也存在一定的安全隐患。

地下车库空间通信信号盲区，不仅

影响着居民的通信体验，还会带来各种

安全隐患，已成为城市数字化转型发展

的短板。沈老伯所在的象屿社区分为一

期象屿怡庭跟二期象屿欣苑2个小区，各

有1个机动车库，共1000多个车位。“这

几年住户越来越多，矛盾越来越突出。”

从2023年开始，“住宅小区地下车

库移动通信网络覆盖工程”列入为民办

实事项目。“我们从2023年开始为象屿

社区解决地下车库信号问题，经过多方

努力，2个地下车库实现了移动信号的

全覆盖。”上海移动松江分公司网络部经

理丁杰介绍说，目前，基于上海移动手机

网络的各类应用，在该小区地下车库畅

通无阻，比如，语音通话、手机上网、充电

桩联网、车联网应用等。

目前，松江区已经实现了住宅小区

地下车库信号全覆盖，有的车库还覆盖

了5G网络，让居民在地下空间也能享受

到媲美地面5G的上网极速感。

很多市民反映地下车库信号差的问

题，但运营商进场施工时也会遇到不少

阻力。一些居民担心辐射伤害健康，反

对在室内加装基站；物业担心进场施工

不便管理……如何达成一致、推进工作？

“真正施工时间不长，但前期沟通、

协调花了很长时间。”丁杰介绍说，上海

移动与居委会、物业建立了联动机制，多

次召开方案介绍及沟通协调会，并且走访

相关业主开展答疑及科普宣传。沟通工

作主要集中在两方面，一是打消居民的顾

虑；二是尽可能减少施工给小区带来的影

响。“我们会制作一些科普小册子到居民

楼发放，对一些有疑虑的居民，点对点挨

家挨户拜访，上门做好沟通解释。”

象屿怡庭与象屿欣苑两个小区所属

的华屿居民区书记龚莲介绍说：“有的居

民担心会产生额外的开销，我们会解释，

不会动用小区的维修基金，不需要居民

增加支出；有的居民害怕有辐射，我们就

和移动的技术人员一起向居民科普，让

居民对电磁辐射有更加科学、全面的认

识。”其实，手机距离移动通信基站越近，

手机在使用过程中对通话者的电磁辐射

量越低。“科普也讲究方法，讲标准讲数

据往往没什么用，我们跟居民说，基站辐

射远小于家用电器。又比如，楼顶上装

的基站天线，发射信号主要是朝前方发

射，对楼下的辐射反而较小。这么一说，

很多居民就懂了。”

从施工上说，两个车库不连通，加上

小区内部管孔资源有限，光缆资源的连通

是整个建设过程中最大的难点。丁杰介

绍：“没有办法利用已有管道铺设光缆，

必须重新安装管道，实现两个小区的光缆

连通，需要开挖地面道路。我们跟物业反

复讨论，多轮修改方案，边挖边恢复，以

最快速度完成施工。在施工区域设置警

示牌，联合物业、社区志愿者到现场做巡

查、提醒。另外，安装的天线等设备尽可

能融入小区景观，外观小巧，不突兀。”

实际上，沈老伯所在的小区，过去地

面信号也不太好。“我经常跟儿子打电

话，打着打着就没信号了。”沈老伯说，现

在老年人对信息服务的需求也越来越

多，看新闻、看视频、用社交软件，都需要

网络保障。也有一些市民家里不装宽

带，在家里也用手机上网，对住宅内的移

动通信信号需求很大。

实事项目实施过程中，上海移动团队

充分结合住宅内4G、5G信号优化需求，以

“地下”带“地上”，实现小区内信号全覆盖，

从“办好一件事”到“解决一类事”，落实网

格化服务，安排专属网格经理与社区对接

开展各项便民服务，最大程度解决数字时

代的群众“急难愁”问题。

比如，为居民提供网络检测升速、套

餐答疑解惑、业务快速办理等服务；在居

委会的牵头下，定期开展“数字为老”服务

讲座，指导社区老人使用智能手机；不定

期开展反诈与网络安全宣传工作，开展防

电信诈骗讲座活动，帮助居民提升电信网

络诈骗的防范意识等。负责松江松南区

域网格化服务的何明说，象屿社区的老年

住户多。“老年人用网络最害怕被骗，他们

收到一个链接就会来问我们，这个链接能

不能点，里面的内容可不可信。我们也力

求把服务做得再细一点，只要有通信方面

的问题，我们24小时对接。”

运营商也各显神通，自我加压，推进

住宅小区地下车库、地面住宅内的4G/

5G协同移动网络及小区宽带的同步建

设。比如，上海电信在解决车库信号覆

盖问题时，还应用了智慧照明系统。在

一些购物广场和商务楼宇的地下车库，

灯随车动、车来灯亮、车走灯暗，雷达感

应到有车过来时，前方灯光亮度上调，车

辆通过后，后方灯光亮度自动降低，实现

潮汐照明，节能效果也十分突出。

多方联动
办好实事
从“地库失联”到

“信号满格”，松江象屿

社区只是一个缩影。为

了加快项目落地，市经

济信息化委员会联合市

通信管理局、市房屋管

理局组建调研团队，深

入施工一线调研项目进

展情况；与各区组建工

作专班，专项解决推进

过程中的难题；组织电

信运营企业，对目标住

宅小区现场查勘，并根

据每个小区的特点，为

每个小区量身定制施工

方案，做到“一小区一方

案”，为居民提供高质量

的网络服务，从而将实

事做实、好事办好。

各区政府在推动实

事项目过程中，也结合

各区实际，创新工作方

式方法。比如，强化区

—街镇—社区联动，小

区居委会、业委会、物业

“三驾马车”联动。街镇

成立党员志愿者服务

队，协同运营商逐一开

展点位检测和科普宣

传。通过党组织搭建沟

通平台，业委会、物业

公司共同参与基

站选址、电费

支付等工

作 ，将

难事变

为实

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