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 年 7 月 24 日 星期一 / 一版、本版编辑：殷志军 版面设计：倪叶斌

徐汇报

要 闻

YAO WEN

02

7 月 21 日上午，区委副书记、区长

钟晓咏做客《2023 夏令热线 区长访谈》。

在 2 个小时的直播时间内， 钟晓咏与主

持人海波共同接听前方记者和市民来

电， 并在第一时间连线各相关职能部门

和属地街镇负责人， 切实回应市民群众

呼声，督促解决“急难愁盼”问题。

这段路，

非机动车要“走”上街沿

“非机动车应该走到上街沿上去的？ ”

“对的，我走过一次，但是走上去又

要和行人混在一起，也很不安全。 ”

复旦大学附属五官科医院门口的汾

阳路上， 有辅警正在指挥路过的非机动

车从上街沿借道。 节目伊始，上海人民广

播电台记者臧明华连线反映， 汾阳路的

部分路段对非机动车的管理和划线存在

问题，造成了机动车、非机动车混行的安

全隐患。

区建管委解释，汾阳路位于风貌区，

硬件条件有限， 道路也不具备拓宽的条

件， 所以在这段路上进行非机动车道和

机动车道的路权分配存在一定困难。 为

此，周边都配备了警力，辅警也会一直在

现场维护秩序。

“划线、设置标识的初衷是想通过分

流减少安全隐患，但是设计的时候，要避

免让人感觉像是临时措施， 这样反而没

有起到引导的作用。 ”钟晓咏根据现场影

像、照片指出，可以对标识、标牌以及道

路的铺装上引导做得更加清晰， 这样老

百姓骑行时的辨别度和感受度会更好。

目前阶段， 通过设岗进行人为辅助管理

是必要的。 同时，他要求建管委、交警等

部门再研究，如何通过硬件上的改善，让

道路更加有利于各类人群的通行，“中心

城区必须在螺蛳壳里做道场， 做到管理

精细。 ”

小区充电车棚改造了，

你愿意花多少为“安全”买单？

第一通热线聚焦小区充电棚收费问

题，徐女士表示，原本自己电瓶车一个月

的充电和停车费用在 40 元左右。 在改造

后， 充电的费用明显变高， 一次要 3 元

多，加上停车费的话，一个月要百余元。

并且小区里不少居民都普遍感觉涨幅偏

高， 有个别居民因为费用过高选择了飞

线充电，更是埋下了安全隐患。

“从市场运营角度没有错，从安全的

角度集中充电也没有错， 改善小区环境

也没有错， 但是这当中会产生一个价格

的小小波动。 ”

“这就要看几方面力量参与到安全

的治理过程中， 怎么找到一个最优的平

衡点。 我们的初衷是引导居民集中充电，

居民如果普遍感觉到价格高的话， 就不

愿意到车棚里充电， 那么引导的机制就

缺失了。 ”

改造充电棚是为了引导居民规范地

进行充电，缘何适得其反？ 钟晓咏在与区

住房保障和物业管理事务中心沟通后了

解到，价格波动是由于充电棚是市场化运

作，为了平衡投入和成本，价格相较改造

前就有所上涨。 钟晓咏指出，集中充电主

要为了解决安全问题，由此带来的涨价要

和居民做好解释和沟通工作，实际费用要

在“三驾马车”协商之后进行调整。同时他

请房管局牵头，对区内小区整体充电收费

进行梳理，提出指导意见，在引入第三方

时明确公益性价格设置区间，使价位更加

亲民，“能够形成引导的机制，对安全隐患

的彻底整治是有好处的。 ”

户外公共设施运维需要“智力”加持，

也需要“文明”助力

“故障位于天桥下方的电梯面板上，

根据现场市民反映， 经常看到有人违规

将电瓶车和自行车强行推入轿厢， 也有

人用雨伞戳电梯面板，导致损害。 希望市

民规范使用它，爱护电梯。 ”

此次直播还邀请了区融媒体中心记

者参与， 借助区内媒体聚焦更多民生问

题。 区融媒体中心记者吴会雄接市民反

映， 位于徐汇区中环东兰路天桥上的电

梯，因为故障维修已经停运一段时间，造

成市民使用不方便， 希望有关部门能协

调早日修复电梯，恢复运行。

区建管委负责人表示，东兰路天桥的

电梯迟迟没有恢复使用是因为缺少修理

配件，目前已经和厂商联系，要求尽快修

复电梯。同时他也提出，因为电梯在室外，

极个别的市民在使用电梯时有不文明的

现象，也希望大家一起爱护公共设施。

对此，钟晓咏建议在户外电梯的设计

上参照小区智慧电梯的做法，叠加感知端

建设，例如可以对助动车进电梯进行自动

识别、报警并与电梯启动联动。此外，他要

求区建管委加强对第三方运营单位的监

督，明确提供运维保障的时限，对超过时

限行为进行追责。街道也要做好文明宣传

工作，引导居民规范使用电梯。

又没抢到号？

别急，徐汇牙防所正在积极改善就医流程

“我们现在是按照要求推行分时段预

约，市民反映比较多的是挂号难，有口腔需

求，但是到现场号就满了。目前我院已经处

于相对比较满负荷的运行， 每天的放号在

2500个左右，但是仍然是一号难求。 ”

澎湃新闻的记者李佳蔚在节目中反

映，徐汇牙防所无法进行现场挂号，实行

全部预约制对部分老人以及外地来沪的

患者造成了不便，希望能有更好的补充机

制， 能够人性化操作。 针对这一问题，徐

汇牙防所负责人进行了解释，并表示周末

已经开设全天门诊，所有的科室、医生都

会上岗。

针对市民反映的挂号难这一情况，医

院也积极开动脑筋，改善就医流程。 目前

会给现场 70 岁以上老人加号， 并在自助

机上预留部分的号源。对于患者需求较大

的儿童口腔科、牙周科等科室，额外再增

加 10%的号量解决现场需求。 同时，对于

老年患者和一些不熟悉预约流程的患者，

在当日号源达到饱和以后，导诊护士台的

工作人员也会现场为患者预约一周之内

的相关科室，不需要再进行网上抢号。 医

院还计划增加便民简易门诊，提供当日检

查诊断和复诊预约服务，改善患者挂号难

问题。钟晓咏希望医院要把优化的制度流

程广而告之，便于大家了解和查询。

“硬件”“软件”同步提升，

才能让大家真正感受到美好生活

老小区停车难问题由来已久，凌云路

街道的 417 街区虽然进行了美丽家园改

造，但是业主陈先生依旧因为每天的停车

问题而烦恼———小区里虽然增加了停车

位， 却时常被废旧自行车和黄鱼车占用。

明明不设固定车位，有的新能源车主却自

说自话地安装了充电桩， 圈出了“自留

地”。

“光有硬件的改建不能算成功，只有

硬件改建成功的基础上， 同步提升软件，

大家才会真正感觉到生活更美好。”钟晓咏

指出， 小区居民认可了美丽小区的建设，

但质疑了管理水平。要督促物业在进行专

项整治的同时，对车位使用制定具体的管

理规则。 另外，针对新能源车主私装充电

桩等新问题，要推动物业、居委会与业委

会形成综合性的治理构架，通过协商拿出

解决方案。

家住徐家汇街道的吴女士来电反映，

自己在致电咨询社区事务受理服务中心

能否为 6 岁以下的宝宝办理身份证时，遭

到了拒绝。 钟晓咏强调，当前政策和办事

流程都在不断优化，各个窗口单位对一线

工作人员要做好业务培训，熟练掌握相关

政策口径，减少办事人员往返。

直播现场， 钟晓咏还对徐汇燃气安全

隐患排查整治、老旧燃气管网改造，以及违

法搭建集中整治情况进行了介绍。 钟晓咏

表示，徐汇居民对美好生活的预期越高，

越是激励政府部门把工作做得更到位。

对于群众反映的问题， 政府部门要耐心

听取群众的意见，要到一线去看，到现场

了解， 给出可行性、 操作性强的解决方

案，既要治标还要治本。 对待每一件与百

姓相关的事情，不能简单地就事论事，而

是要举一反三，深挖问题背后的根源，从

机制和制度入手， 推动面上工作水平的

整体提升，努力为群众提供更加均衡、优

质的服务。

督促解决“急难愁盼”

钟晓咏做客夏令热线，倾听百姓呼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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