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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市35处人行道“梗阻”完成“微改造”

家住宝山区

罗智路258弄的

居民顾先生向“新

民帮侬忙”反映，从2023年开始，

自家天花板就开始渗水、漏水，如

今墙皮脱落、发霉，两年间向物业

报修了4次，却迟迟没人来维修。

顾先生住在18楼，是顶楼。

走进家里，记者看到，客厅、卫生

间的天花板都有明显渗水痕迹，

部分墙皮脱落，最严重的主卧，斑

斑点点的黑色霉菌随处可见。“渗

水的情况从2023年就开始了，然

后我就不停和物业反映，但始终没

人上门来解决。”顾先生说，2年间，

他共向物业报修了4次，最开始渗

水情况不是很严重，就墙头是湿

的，维修人员也没有当回事，到后

面越拖越严重，从渗水发展到漏

水，墙皮都开始发霉了。“我们实

在没办法，就在楼顶天台那边自

己铺了一层防水材料，以为好了，

没想到并没有好。”顾先生说。

记者随后和罗店物业取得联

系，工作人员在查询报修单后说，

的确有4次报修记录，物业也都

上门检查过，但因为第一次只是

有水渍，不严重，在排维修单的时

候就排到了后面，最后的一次上

门时间是2024年3月，也因为排

队人太多有所耽搁。再之后，顾

先生提出自己可不可以处理一

下，物业同意了，于是顾先生自己

刷了防水层，没想到刷完之后漏

水反而更严重了。“我们判断下来，

应该是他整个屋面的夹缝层中有

漏水点，做了防水导致水都积在防

水层下面，一直捂着导致了墙壁发

霉。”物业工作人员解释。

为何仅仅一个漏水维修就拖

延了2年之久？尤其是漏水部位

在楼栋，属于公共部位，不仅仅影

响到顾先生的居家生活，还会

影响到整栋大楼的

房屋安全。

对此，物业向顾先生表达了歉意，

并承诺将尽快拿出方案维修，力

争在今年汛期前完工。

针对屋顶漏水拖延2年迟迟

未维修的情况，罗店镇社会工作

办公室相关负责人指出，物业

在工作中确实还存在着一些

瑕疵和不足，办公室也将在

汛期之前，督促物业公司对

小区的漏水情况进行一

个排摸和梳理，如果有

类似情况或者有疑似

漏水，立即上报，及

时进行修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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屋顶漏水2年致墙皮发霉脱落交叉路口变“闹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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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道狭窄难畅行
居民反映的这段人行道位于

新市路（汶水东路至广灵四路段），

全长约400米。灵新小区的大门

正好位于新市路上，东面毗邻沙泾

港，西面为居民区，通行不便的就

是这段西面的人行道。

“这段路上除了我们小区，还

有商务楼、护理院，每天人来人往

的，通行需求很大。”灵新小区居

民告诉记者，从新市路大门进出，

前往最近的轨交站大柏树站最为

方便。前几年沙泾港沿岸进行了

滨水空间改造，新市路东面建成

了整洁美观的滨水步道，为居民

散步休闲提供了好去处，但是西

面的人行步道却一直没有改善，

又窄又难走，只能走到机动车道

上，再加上这段路为双向车道，早

晚高峰车辆较多，人车混行时比

较危险。

居民们指出，这段人行道之所

以难走，一是道路本身比较狭窄，

二是道路中间还有很多电线杆“占

道”，更是“难上加难”，行人根本无

法正常通行。

各种障碍物占道
这段路究竟有多难走？记者

来到现场进行了实地体验。

记者从新市路汶水东路路口

出发，沿着新市路由北向南步行，

这段新市路上并未划线，车辆可

双向通行，西侧人行道紧邻灵新

小区的围墙，宽度不足1米，最窄

处仅有58厘米左右，仅容1人勉

强通行。

没走几步，就迎头碰上一根电

线杆挡道，占据了人行道的大半空

间，仅留下一点点空隙，连侧身都

很难通过。走到这里再想前进，无

奈只能走下人行道，借道机动车道

通行。刚刚绕过了一根电线杆，二

三十米后，又遇到一根电线杆挡

道，只好再次借道而行。走过灵新

小区大门后，人行道还越收越窄，

到了围墙的尽头居然直接消失了

一段。

根据记者统计，沿着新市路从

汶水东路走到广灵四路约400米，

平均宽度不足1米，最窄处无法下

脚，而且被十多根电线杆挡道，还

有大树、非机动车等各种障碍物占

道，将人行道“切割”得断断续续，

行人根本无法顺利通行。

多处“梗阻”已改造
人行道作为城市交通体系的

重要组成部分，不仅肩负着辅助

交通的关键职能，更是城市文明、

包容性与宜居环境的重要标志和

生动缩影。实际上，不仅仅是新市

路，上海还有不少人行道因被其

他设施挤占，导致通行空间不足，

行不通走不畅，造成“肠梗阻”。

如徐汇区黄石路一段人行道最窄

处仅10厘米左右，居民戏言“连猫

都难通过”。

记者从上海交通管理部门获

悉，今年聚焦民生诉求，已对35处

人行道“梗阻”问题实施“微改造”，

着力提升市民出行满意度。其

中，虹口区成功改造了两条人行

道：一是吴家湾路荣振馨苑西门

处两侧人行道缺失，过往市民不

得不走到机动车道上，存在安全

隐患。虹口区建管委在符合机动

车道宽度标准的前提下，适当压

缩机动车道的宽度，增设了1米宽

的人行道，并与现有人行道顺接，

改造后的人行道实现了连贯通

畅。二是宝安路北侧沿街而建的

私房侵占人行道，给周边学校师

生和家长带来诸多通行困扰。虹

口区建管委结合区域旧改、人行

道品质提升工程，多次协调属地

街道、旧改部门研究人行道改造

事宜，确定退界围墙外人行道的

改造方案，打通了该路段人行道，

提升了学校周边出行环境和出行

安全。

那么，新市路这段人行道“梗

阻”有无破解之法？记者从虹口区

相关部门了解到，对于居民反映的

问题，虹口区市政及交警等相关部

门已经到现场进行了调研，新市路

西侧人行道“狭窄”主要受先天条

件所限，如要拓展存在一定难度，

人行道一边是小区围墙红线范围，

一边是道路，而这段新市路本来就

是一条城市支路，宽度仅7米多，

如果人行道向外扩展无疑会侵占

更多道路空间，影响到机动车和非

机动车的通行。因此，一是建议行

人步行时，尽量借道东侧已完成改

造的滨水步道通行；二是相关部门

也会因地制宜尽可能改善实际通

行情况。

本报记者 李晓明

人行道本已不足1米宽
十多根电线杆还来添堵

虹口区灵新小区居民向“新民帮侬忙”
反映，小区门口的新市路人行道非常狭窄，
沿路还有一排电线杆“占道”，最窄的地方
“侧身都钻不过去”，只能走到机动车道上，
居民通行既不方便也不安全。

近日，家住浦东新区顾唐路附

近的多位居民向“新民帮侬忙”栏目

反映，顾唐路与民耀路交叉口已然

沦为“乱设摊一条街”。油烟、噪声

和垃圾等脏乱差现象“夹击”，让他

们不堪其扰。

晚上6点左右，记者赶到现

场。只见十余辆三轮车、手推车如

潮水般从四面八方迅速涌入。仅仅

半小时，原本供行人和非机动车顺

畅通行的道路，就被铁板烧、炒饭

摊、水果铺等各类摊位无情占据。

放眼望去，整条人行道被围堵

得水泄不通。食客们在各个摊位前

穿梭，挑选着心仪的食物或商品；摊

主们则扯着嗓子大声吆喝，各显神

通，用各种方式招揽顾客。一些刚

出摊的摊主支起灯泡、架起油锅，油

烟裹挟着辣椒味直扑沿街居民楼。

“窗户一开，满屋子都是油烟味，衣

服都不敢晾！”家住附近金唐公寓的

张女士满脸无奈。

记者在现场还看到，食客随手

丢弃的竹签、餐盒等

垃圾散落一地。常

常是环卫工人前脚

刚清扫完，后脚各类杂物又在路边

迅速“堆成小山”。

市民李先生告诉记者，这些摊贩

的“游击战术”屡试不爽。他们大多

选择晚高峰到凌晨时段出没，摊主们

通过微信群“实时沟通”。一旦发现

城管执法队员靠近，便立即收摊，迅

速转移至百米外的背街小巷，等执法

车辆一离开，又闪电般迅速“杀回”。

记者还注意到，部分摊贩将货

车停在路口卸货，进一步加剧拥

堵。有居民讲，尽管城管部门在早

晚高峰增派队员驻守，但摊贩利用

执法间隙“打时间差”，导致治理效

果大打折扣。

多位市民呼吁，一方面，相关部

门能尽快拿出整治方案，彻底清理

乱设摊现象；另一方面，也要疏堵结

合，引导摊贩前往合适区域合法合

规经营。 本报记者 徐驰

附近居民遭遇脏乱差“夹击” 报修4次迟迟无人维修

▲

人
行
道
狭
窄
，还
有
电
线
杆
占
道

小
忙
跑
现
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