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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
者 夏韵）5月30
日，本报9版刊
发《无障碍家庭
改造苦等 4个
月》的报道，反
映70多岁的残疾人蔡老伯
向相关部门申请上海市残疾人家
庭无障碍改造，然而材料审核通过
后，开工却迟迟没有音讯。在“新
民帮侬忙”报道后，6月11日，蔡老
伯家的卫生间无障碍改造终于开
工，工程预计1个月内完成。
蔡老伯表示，在“新民帮侬忙”

的介入下，针对无障碍改造一事，上
海市残疾人家庭无障碍改造综合服
务平台和宝山区残联为他加速推进
流程。蔡老伯申请的改造地址为宝
山区菊联路一小区，此次为卫生间
整体改造，归类为改善型改造项
目。6月6日，老人与上海至实装饰

装潢有限公司签订了改造合同，根据合同，该工程预
计在7月初完成；6月11日，施工队进场施工；6月12
日，工人把卫生间墙面全部铲除，同时拆掉了浴缸。
“施工队说会帮我加快施工速度，顺利的话，15

天左右就能提前结束。”蔡老伯告诉记者，改造后将
新增一个淋浴间，他的洗澡问题将得到极大改善。
另外，由于卫生间改造，这期间他无法进去使用马
桶，为此相关部门特别为他准备了一个临时简易坐
便器，方便他如厕。

多位市民向“新民帮侬忙”
反映，杨浦区周家嘴路水丰路

口的斑马线上设置的“之字形”隔离栏
杆，非但未能有效疏导交通，反而加剧了
人车混行的安全隐患。记者实地走访发
现，这个被市民指称为“肠梗阻”的交通
设施，让安全与便利陷入两难境地。
上午8时许，正值早高峰，记者在现

场看到，周家嘴路北横通道车流量巨大，
来往车辆川流不息。水丰路口的斑马线
中央，两组高约1米的绿色栏杆格外醒
目。这些栏杆相互交错，形成曲折通道，
硬生生将原本数米宽的通道压缩成迂回
的“之字形”。
蓝底白字的“非机动车过街请下车

推行”告示牌下，数十辆电瓶车在狭窄的
通道内正作蛇形艰难穿行，车轮与栏杆
的碰撞声此起彼伏。狭窄通道内，对于
驾驶残疾车的市民而言，通过此处更是
困难重重，需要多次调整方向才能勉强
通过。等候通行的车辆不断积压，甚至
溢出到机动车道，严重影响交通秩序。
外卖骑手小李满头大汗地向记者抱

怨：“早高峰时，这里每分钟都有数十辆车

要通过。栏杆间距太小，稍微慢一点就会
造成堵塞，每天在这里浪费不少时间。”
记者现场观察到，由于对冲车流的

影响，部分步行的市民被困在路中央进
退两难。周家嘴路上疾驰的机动车与
挤在夹缝中的非机动车、行人擦肩而
过，险象环生。
“每天早晚高峰，这里就像‘肠梗阻’，

双向非机动车挤在一起，谁也走不了。”王
先生无奈地指着路口说道：“要是遇上两
辆残疾车对冲，通道就彻底堵死了。后面
北横通道上来的机动车又多，非机动车被
迫挤在马路中间，实在太危险了！”
王先生向记者展示了手机里的投诉

记录，自从路口加装栏杆后，他已三次致
电相关部门反映拥堵问题，每次得到的
答复都是“通过物理隔离降低非机动车
闯红灯概率”。然而，对于这样的解释，
市民却并不认可。张女士指着不远处未
设置隔离杆的隆昌路路口质疑：“周家嘴
路沿线有不少大型路口，车流量比这里
大得多，都没装这种栏杆。难道只有这
里的骑车人不守规矩？”
记者观察到，尽管

栏杆迫使非机动车绕行，但并未从根本
上规范骑行秩序。为节省时间，部分骑
手选择在机动车道与斑马线间“见缝插
针”，使得交通状况愈发混乱，安全隐患
不降反升。
“通过物理隔离规范交通，出发点是

好的，但不能‘一拦了之’。当隔离设施
导致通行效率大幅下降时，反而会滋
生新的安全隐患。”王先生和附近市民
纷纷建言，相关部门可参考其他路口
成熟的非机动车过街设计方案，比
如设置独立的非机动车信号灯，
或是在斑马线旁开辟专用通
道，避免双向车流对冲。“希望
相关部门能多从市民实际
出行体验出发，让管理措
施更具人性化，兼
顾安全与畅通。”
本报记者
陆常青

即提堂食现场货不对板
外卖厨房环境令人作呕
消费者呼吁京东外卖平台及监管部门加强监管

蔡
老
伯
家
庭
无
障
碍
改
造
开
工

预
计
七
月
初
完
工

隔离设施导致路口通行效率大幅下降

横道线“之字形”隔离杆引争议

市民张女士向“新民帮侬忙”反映，她在京东外卖平台点了
一份“即提堂食”，结果上门自提时发现，现场根本就没有堂食，
而且外卖厨房油污满地环境脏乱不堪，男厨师居然打着赤膊在
炒菜，看了实在“辣眼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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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厨师打着赤膊

“即提堂食”背后
“赤膊大汉”掌厨

张女士讲述，自己在国庆路附近上班，
平时午饭大多是点外卖解决。近期因为外
卖平台补贴比较多，点单比较优惠，所以就
在平台上选择了一家名为“秦阿妹陕西凉皮
肉夹馍（海宁路店）”的商户下单，“天气热没
啥胃口，就点了一份凉皮加一个肉夹馍，折
扣下来只需要9.9元。”张女士说，她之所以
选这家店，一是想吃凉皮，二是这家店显示
是“新店”，而且打了“即提堂食”的标签。“我
想着既然可以堂食，环境和品质应该还可
以，就下单了。”
下单后，平台显示40分钟后送达，因为

赶时间，而且看到这家店距离不远，张女士
选择了自提。没想到就是这个决定，让她后
悔不迭。“这家店的地址显示是在海宁路上
的一栋商务楼的二楼，我按照地址找过去找
了半天才找到。”张女士说，她上到大厦二楼
后，发现这里是一个外卖厨房的汇聚地，中
间一条走廊，地上遍布油污，两边都是各种
快餐厨房，进进出出的都是来取餐的外卖骑

手，根本就没有任何可以堂食的空间。而凉
皮店则位于走廊最里面，现场环境更是让她
不忍直视。“我看到一个男的打着赤膊在炒
菜，厨房里面乱七八糟，各种外卖盒摆在架
子上，看了非常恶心。”张女士直言，看到后
厨的这一幕，让她差点吐出来，好几天都没
缓过劲来，对外卖也产生了心理阴影。

美食档口汇集
环境脏乱不堪

根据张女士的反映，记者来到现场进行
调查。涉事商户地址为海宁路1399号金城
大厦二楼。该大厦为一栋20多层的商务楼，
记者通过楼梯走到二楼后，发现入口处写着
“美味源美食团购中心”字样，墙上还张贴着
“美食城”的档口招租广告。

走进“美食城”，根本找不到任何就餐区
域，只有一条狭窄的走廊，走廊两边分布着
烤牛排、肉夹馍、盖浇饭等多个餐饮档口，每
个档口都是集厨房、储存室、外卖取物台于
一体，本就狭小的空间里挤得满满当当。由

于正值午饭高峰时期，两边
的厨房都是忙得热火朝天，

前来取餐的骑手小哥也是络绎不绝。
记者注意到，此处环境逼仄，地面脏乱

不堪，还堆满了各种杂物，不少档口更是将
各种蔬菜、生鲜食材摆在地面进行分拣，厨
师则在狭小拥挤的厨房间掌火做饭，忙得汗
流浃背，只能靠风扇进行降温，现场环境卫
生状况确实堪忧。

记者在京东外卖平台搜索发现，消费者
反映的这家“秦阿妹陕西凉皮肉夹馍”还是

一家连锁店，在该平台共有5家分店，均有
“堂食”标签，每家分店销售量显示均为“已
售5万+”，在同类店铺中排名靠前。

外卖厨房乱象
呼吁加强监管

业内人士指出，餐饮行业对于“外卖”和
“堂食”的概念其实有明确区分，不能混为一
谈，否则容易对消费者产生误导。近年来，
随着网络餐饮行业快速发展，催生了一批专
做外卖的“外卖厨房”。“外卖厨房”通常位于
“背街小巷”等区域，租金和装修成本都相对
较低，经营具有一定的成本优势。然而，部
分“外卖厨房”被曝出在外卖平台上显示的
位置与实际位置不符、食品制作环境脏乱差
等问题，也比较突出。

而在卫生监管方面，尽管国家层面提出
强化“互联网+明厨亮灶”的模式，通过后厨
直播让“后厨透明化”，但该措施并非是强制
要求。部分“外卖厨房”出于种种原因，也不
会将后厨向公众展示，一定程度上也增加了
监管难度。

对此，消费者呼吁，外卖平台作为“外卖
厨房”赖以主要的销售渠道之一，应该负起
责任，严格审核商家经营资质，对资质不全、
信息不实、厨房环境脏乱差的商户，坚决不
予上线。同时，监管部门也应该加强对“外
卖厨房”的日常监管，使其在健康轨道上发
展，从而确保消费者能够安心点餐、放心用
餐。对此，“新民帮侬忙”将继续关注。

本报记者 李晓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