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编 辑/张颖琦
视觉设计/竹建英

2025年4月22日
星期二8

962555 沪上隧道“微整形”
破解频闪“光烦恼”

近日，市民陈女士向“新
民帮侬忙”栏目反映，上海地
铁中山公园站线路和出入口
多得让人眼花缭乱，2号线、3
号线和4号线在此交会，足足
有11个出入口。这本是交通
便利的体现，可谁能想到，站
外的无障碍电梯指示牌却成
了“迷路指南”，一不小心就得
多走冤枉路。
上海地铁中山公园站2号

线站台深藏在地下2层，3号
线和4号线共线运营，站台高
高地架在高架之上。要是从3、4
号线站内换乘2号线，就必须爬一段楼梯。
这可让那些爬不了楼梯、急需乘坐无障碍电
梯的老弱病残人群犯了难，他们只能从3、4
号线出站，穿过车水马龙的凯旋路，再在中
山公园站11号出入口旁找到能直达2号线
站厅的无障碍电梯。
陈女士那天推着婴儿车从3号线换乘2

号线，满心期待地乘坐电梯来到地面，可一
看到指示牌上的箭头，瞬间就蒙了，差点又
傻乎乎地“原路返回”到3、4号线。为啥
呢？原来站外关于无障碍电梯位置的箭头
标识含糊不清，指示牌上虽标注了3条线
路，却只孤零零地画了一个箭头，实在让人
难以捉摸。
记者在地铁中山公园站1号口外看到了

那个“让人困惑”的无障碍电梯指示牌，上面
写着“乘坐2号线无障碍电梯的乘客可前往2
号线11号口”，一旁又写着“通往3、4号线中
山公园站”并画了一个向前走的箭头。3条
地铁线路同时出现在一块指示牌上，很容易
让人觉得这部无障碍电梯可以同时到达2、
3、4号线的站厅。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
记者按照指示牌向前走了几十米，很快

就找到了通往3、4号线的无障碍电梯。这
部电梯能到达三个楼层，可令人失望的是，
它根本不通往2号线所在的地下层。那么2
号线中山公园站11号口处的无障碍电梯究
竟藏在哪呢？原来，它和3、4号线无障碍电
梯相隔甚远，中间还隔着一条车来车往的凯
旋路，得穿过一个十字路口才能找到。可到
了马路对面的11号口，这里的无障碍电梯指
引标识同样“敷衍”，只有一个箭头。这同样
会让人误解，以为3条线路的无障碍电梯都
在同一个地方，结果自然是白跑一趟。
“明明是两个不同的地方，却只有一个

箭头，这不是故意把人搞混吗？”陈女士急切
地呼吁，希望地铁运营方能尽快对无障碍电
梯指示牌进行修改。除了多添几个箭头，还
可以在上面明确标注“穿过凯旋路”，或者附
上周围标志性建筑物的名字，让指引标识变
得清晰明了，别再让乘客晕头转向了。

本报记者 夏韵

近日，印先生向“新民
帮侬忙”栏目反映，其于

2013年在东方购物平台花费12960元购入
的德国赫姆勒挂钟，在去年花费2700元维
修弹簧后，今年再次出现故障，弹簧断裂导
致连接钟面与机芯的卡盘随之损坏。而售
后只保修弹簧，其他部位却以挂钟老化为由，
需要印先生另行付费维修。“这显然就是推脱
责任！”印先生再次陷入无奈与困惑之中。

二次故障引争议
印先生介绍说这款挂钟不仅每刻钟奏

乐，还会整点报时。多年来，他精心维护，挂
钟一直运转正常。然而，去年8月，他如往
常一样为挂钟上发条时，只听“噔”的一声，
挂钟虽仍能准确走时，但奏乐功能却失灵
了。印先生立即拨打当年送货时附带的顾
客联系卡上的售后电话进行报修。
维修人员经过一番查看，判定挂钟内部

一根弹簧断裂。由于早已过了保修期，维修
人员告知印先生需要支付2700元维修费，
其中更换零件弹簧700元，清洗保养和上油
2000元，并承诺会为其更换原装进口弹
簧。一个多月后，挂钟终于修好返还。
今年3月初，印先生在上发条时，熟悉

的“噔”的异响又一次响起。紧接着，他发现
连接钟面与机芯的塑料圆形卡盘竟然掉落
损坏。维修人员再次上门查看，初步判断仍
是弹簧断裂问题，且断裂的还是新换不久的
那根“原装进口弹簧”。这让印先生满心疑
惑：当初更换的究竟是不是德国原装零件？
更令印先生不满的是，维修人员称弹簧可保
修，但卡盘破损是老化所致，需要他另付
550元维修费。印先生对此提出强烈质
疑。在与维修方沟通无果后，无奈之下，印
先生向东方购物平台投诉，希望平
台能帮忙解决问题，可最

终却未得到令他满意的答复。

多方协调终化解
为解决印先生的难题，记者联系了东方

购物平台客服热线。平台相关负责人姜女
士反馈，上海科纪实业有限公司曾是赫姆勒
品牌授权经销商，虽现已不再经销该品牌，
但仍继续提供保养维修服务。接到投诉后，
她立即与该公司负责人沟通，对方确认当初
换修的零部件为德国原装产品，并表示消费
者若有疑虑可自行送检。姜女士还承诺，东
方购物平台将全权负责此次问题，卡盘维修
或更换费用由官方承担。
针对弹簧断裂与卡盘破损之间的关系，

记者又拨通售后电话进一步了解情况。相关
负责人表示，目前确实难以考证二者是否存
在必然联系，但塑胶材料使用寿命有限，长期
使用容易老化，这也是维修人员判定卡盘碎
裂的原因之一。对于更换零部件是否为原
装，该负责人坚称是原厂配件，并解释由于印
先生的挂钟是十多年前的停产款式，公司
已无该型号配件，维修人员是通过多方渠
道找来库存件进行更换，由于进口时间
久远，确实难以提供相关凭证。
在“新民帮侬忙”栏目的积极介

入协调下，此事最终得以圆满解
决。截稿前，印先生反馈称挂
钟已修好。他特别感谢“新
民帮侬忙”栏目的助力，
让他顺利解决了这一
困扰已久的难题。
本报记者
季晟祯

万元德国钟弹簧断裂
修了又坏致卡盘破损

两个地方一个箭头
指示牌成“迷路指南”

▲整改前：北横通道频闪冷光▲

整改后：北横通道关闭频闪强光源

■ 地铁中山公园站外的无障碍电梯指示牌只

有一个箭头，很容易让人搞混，以为3条线路的

无障碍电梯在同一处 本报记者 夏韵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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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陆常青）
3月25日，本报8版刊登《冷

光频闪反光刺眼 隧道遭遇“光烦
恼”》的报道，反映沪上多条隧道因照明
设计问题导致司机“头晕目眩”的困扰，
引发市民广泛热议。报道刊出后，隧道眩
光问题的整改工作迅速展开。记者从相
关部门了解到，针对市民集中反映的北横通
道频闪冷光、外滩隧道墙面反光等问题，“微
整形”工程已启动。目前，北横通道东段部
分光源已完成调整，外滩隧道的反光系数检
测与改造方案也在稳步推进中。

北横通道

关闭频闪强光 调低照明亮度

曾经，北横通道顶部密集排列的白色冷
光LED灯与监控补光灯频闪交织，让这条通
道被市民戏称为“眩晕长廊”。近日，记者回
访发现，北横通道东段隧道有了明显变化：
顶部原每隔200米设置的强光监控补光灯
已悄然关闭，冷白光照明亮度也进行了调
低处理。如今驾车行驶其中，频闪效应大
幅减弱，驾驶员承受的视线压迫感也随之
降低。
这两天，市民王女士驾车经过北横通道

东段时也惊喜地发现，曾经让她眯着眼睛、
小心翼翼驾驶的刺眼强光已不复存在。“现
在开车进隧道，终于不用那么费劲了！”她感
慨道。网约车司机王师傅也表示，如今开车
经过北横通道东段，强光刺眼的状况得到了
极大改善，开车轻松多了。

外滩隧道

检测反光系数 制订整改方案

作为市民反映外滩隧道眩光问题的“焦
点”，其墙面搪瓷钢板反光问题的治理已进
入实质性阶段。4月18日，记者从隧道管理
部门获悉，目前他们已将墙面材料样本送往
专业机构进行反光系数检测。同时，通过张
贴反光膜、调换上下位置等多种方式，对反
光情况进行测试，力求得出科学合理的可行
性改造方案。后续方案确定后，将对隧道内
的搪瓷钢板进行针对性处理。
相关工作人员介绍，“反光问题涉及材

料光学特性与隧道结构设计的匹配性，必须
经过严谨的科学论证。”早在4月初，相关部
门就召开了专家咨询会，邀请光学、交通工
程等领域的学者共同参与方案制订。若测
试效果达到预期标准，将尽快开展全面施
工，重点对隧道弯道、出入口等反光集中区
域进行调整优化。

市民建言

兼顾安全美观 彰显城市温度

“隧道设计不能只追求‘颜值’，安全性
和舒适度才是关键。”车主刘先生的建议道
出了众多市民的心声。不少市民呼吁，在隧

道改造过程中，应优先考虑驾驶员的驾驶感
受，避免因过度追求现代感而忽视功能性。
他们还提出，在今后的隧道等项目建设中，
可以参考新建隧道以及复兴东路隧道浅灰
色亚光墙面与弧形穹顶的设计，从源头规避
眩光隐患的产生。
一条隧道的灯光调整、一块墙面的反

光检测，这些看似微不足道的“小修小补”，
却与百万市民的出行安全息息相关。相关
部门以“微整形”的方式，迅速优化相关设
施，回应民生痛点，正是城市精细化管理的
生动体现。期待申城的每一条道路都能成
为既高效便捷，又体现城市温度的“安心
之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