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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口”大战
高峰时段爆发

“我坐在自己家门口，挡你什么
路了！难道你敢开车撞我？”
“阿姨，对不起了，你就挪位让

我过一下，我上班要迟到了……”
昨天早上 !时许，记者在东余

杭路上看到这样一幕：东余杭路近
商丘路附近，路边七八幢老式棚户
楼将这条本就十分狭窄的道路“挤”
成了一个关隘，最窄处不过 "米，仅
容一辆小汽车险险驶过。此时，路边
坐着几位摘菜、聊天的居民，面对喇
叭声，毫不理会，与车辆“顶起了
牛”，很快车流排起了 #$多米的长

队。眼看打招呼不起作用，一位驾驶
员干脆发动车辆，鸣笛强行通过，纷
争由此而起，居民们纷纷上前敲打
车窗，要求这些闯入者不要“喧嚣”。

除了人车对峙外，车与车的争
道也异常激烈。由于这个“关口”每
次只能容一辆车单向通过，其间不
乏自来水池、水泥墩、杂货店门面等
重重障碍，即使迎面驶来的是一辆
自行车，都必须有一方作出让步。为
了抢行，司机们不乏口舌之争。

居民和驾驶员
各有各的委屈

一条没有标志标线、没有交通
信号灯的羊肠小道，为什么会成了
驾驶员们的选择？打开地图可以看
到，这里是通往吴淞路的捷径，每天
早晚高峰，碰上主干道交通拥堵，一
些驾驶员就会取道绕行。

家住路边的一位居民表示：“我
们真不是存心挡道，屋里空间有限，

平时大家都在门口干杂活，邻里老
小也一起坐着聊天、玩耍，这里就是
我们的小弄堂，有四五十年的历史
了。可自从 %年前路旁的七星城开
发商将东余杭路断头路打通后，车
辆就源源不断从这里经过，我们再
也没有得到过安宁。”据了解，车辆
打此经过都有规律，一般为早上 !

时至 &时，下午 %时至 '时。
幽深小巷居然成了通行要道，

这让土生土长的居民们很不习惯：

“以前通行的都是自行车，一点都不
吵，现在往来都是鸣着喇叭的小轿
车，吵得心烦。有时过马路只四五步
路都要走上 ($分钟。”有的居民连
家门也被车辆撞过几次，他们甚至
担心哪天车辆失控冲进屋里。

居民们感到委屈，驾驶员们也
一肚子苦水。“在地图上，这明显是
一条正规的市政道路。谁知道路况
会这么差。”一位堵了 )$多分钟、饱
受其苦的司机表示，这条路究竟能
不能走，有关方面应当给个说法，如
果不能走，应当在路口处标好禁行
标志，如果可以走，市政和交通部门
应当做好规划，进行修整，以免再把
驾驶员引入歧途。

城市急速发展让一些小巷成了
正规道路，居民和车辆争夺资源的
矛盾由此引发。这样的情况在上海
越来越多，成为人们所关注的一个
问题。从目前情况来看，这一段东余
杭路显然不具备成为正规道路的条
件，在未经改造之前，恢复成非机动
车专用道可能是比较好的做法。但
上海交通每天都面临拥堵难题，作
为城市的“毛细血管”，支小马路正
是上海排堵保畅的法宝之一。从长
远来看，打通像东余杭路这样的“毛
细血管”，势在必行。
本报记者 潘高峰 通讯员 焦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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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毛细血管”东余杭路拥堵现象的调查

一条民居小巷，在车流
高峰时段竟然成了通行要
道，声声喇叭恼人，人车争行
心烦。家住东余杭路 "&" 号
到 %)*号的居民，这 % 年的
日子并不好过：为了不让车
子从家门口通过，每天早晚
高峰，他们便充当起“天然路
障”，与过往车辆“顶牛”；而
对于那些被地图指引、认为
有捷径可穿的司机们来说，
这里更像一个“陷阱”，原本
想要取道避开拥堵，没想到
却走上歧路、寸步难行。

为何一条在地图上标明
的市政道路会带来这样的尴
尬？记者昨天作了一番探访。

本报讯 （记者 江跃中 通讯员
刘必龙）昨天是世界爱眼日，“世纪
回眸———聚焦法国眼镜的历史与收
藏”特展，下午在上海眼镜博物馆开
展，法国驻沪总领事马捷利先生等
出席开展仪式。全球最大的眼镜镜
片生产商法国依视路国际集团，向
上海眼镜博物馆赠送了一批珍贵的
眼镜文物。
据了解，作为欧洲最受注目的眼

镜工艺发源地，法国眼镜的设计理念

和经典时尚的造型享誉全球。这次特
展的藏品中，既有)!%&年成立的法
国最早的眼镜工人协会史料，也有
)&"+年的倒边机、)&%$年的对光仪
和)&!'年“依视路”公司的股票等，
更多的藏品是各类法国眼镜和镜
片。中国的观众通过近距离鉴赏欧
洲早期的光学仪器，可以领略西方眼
镜的“进化”史、文化背景和高新科技
理念。展会将持续*个月，喜爱看“西
洋镜”的朋友，可以一饱眼福了。

展示!法国眼镜的历史与收藏"

青浦金泽镇某承包养鱼塘的渔
民前几天高高兴兴地从邮局工作人
员手中接过了 "万元现金，“正好用
这些贷来的钱去买鱼苗，而去年卖
鱼挣来的钱继续存在邮局‘绿卡’里
生息”，青浦邮政储蓄今年起推出的
小额质押贷款正在成为青浦边界上
村民“调头寸”的好工具。

小额贷款!盘"活资金
在青浦金泽、练塘等边界村镇

中，村民大多喜欢把钱存在邮政储
蓄内，大多又是在年底农村收获期
存入，再投入大笔用钱要在三四个
月以后的春季，能否帮助农民把资
金“盘”活起来又不影响他们的定期

收益？青浦邮局尝试推出的小额质
押贷款为边界渔民、果农等“理”好
财。比如，春节前卖鱼的钱可以放心
地在邮局存定期，到了春季买鱼苗，
只要以存单作抵押，就能贷出 &$,

的资金。

商业信函!换"来合同
同处边界上的青浦白鹤镇有家

清洁设备制造厂，小厂没有名气，产
品好但无人识，青浦邮局揽起了为
这家无名小厂做广告的义务，帮助
厂里设计了专门的商业信函，有针
对性地发给这家厂潜在的客户，没
想到 (+++份商业信函带来了总价
(*万元的合同，乐坏了这家企业，

一下子又请邮局定做了 #-.万份商
业信函，发给全市的客户，“效果好
的话，下次还要扩大数量，直接发给
长三角客户”。

旅游 !"!扬"名天下
青浦与江苏接壤的朱家角、白

鹤、金泽、练塘等镇都在淀山湖畔，
构成了一个环淀山湖旅游圈，青浦
邮局将全部收集起来，专门设计做
成旅游宣传单页（/0），再配上行车
图、自助游指南、青浦度假村等旅游
相关信息，通过邮路直送上海市区
(+万户家庭和企事业单位，让青浦
的边界镇美名“扬”天下。
本报记者 沈敏岚 通讯员 胡诗云

为边界村民致富送“炭”

本报讯（记者 张欣平 特约通
讯员 喻晓）夏季供水高峰期即将到
来，在近期无锡自来水供应紧张消
息的参照下，本市今夏自来水服务
供应形势如何、上海自来水水质会
在哪些方面得到保障成为市民关注
的热点。从今天起，自来水“小郭热
线”整合旗下各服务子品牌优势，以

确保今夏高峰供水。
“小郭热线”成立 (%年来，在抄
表收费方面有子品牌“英姿表务
队”；在水表修理方面有子品牌“陈
建民小修队”；在供水管网管理方面
有子品牌“苗培养阀门队”。今天“小
郭热线”又在新装业务方面成立了
新的子品牌“至诚新装队”。这次“小

郭热线”充分整合这些子品牌的优
势，使其支撑后台更为“坚硬”，从而
也使用户在自来水供应的各个环节
上都能得到全面而优质的服务。
上海虽说不存在蓝藻大面积暴

发的问题，但如何保证夏季管网水
质的优质却是“小郭热线”今夏的工
作重点。

小郭热线“后台硬”保证供水度夏峰

! 来自法国的马高女士正在欣赏中国最早的眼镜 本报记者 楼文彪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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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旅 上海边界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