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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持续的高温天，对市民的出行
安全也带来严峻考验。市交港局孙
建平局长率领市运管处和市交通执
法总队稽查人员，昨天对公交车和
轨交站点进行专项安全督导检查，
确保高温期间公交车辆和轨交站点
空调、安全设施的完好。
上午 !时 "#分，在南浦大桥公

交枢纽站，孙建平局长与稽查人员
走上 $%路沪 &'!(('号公交车，利
用车辆休息的间隔，检查车辆逃生
设施、消防设备。在车辆中门处，孙
建平拿起一个灭火器仔细看了生产
日期，随即又开启了应急开门系统，
并告诫随行的巴士五汽公司负责

人，高温天一定要注意车辆防火，
“车辆安全来不得半点马虎”。他还
与当班驾驶员刘师傅交谈，“高温天
要注意休息，拜托您把好安全关”。

!时 )%分，稽查人员又走上沪
&*+*$"号公交车，重点对公交车逃
生锤的配备情况及相关标识进行检
查，看到车厢内都按规定配备了逃生
锤，孙建平便询问车上的乘客是否会
使用逃生锤？两位乘客回答说，通过
宣传我们基本能正确使用逃生锤。

随后稽查人员又先后对南浦大
桥公交枢纽站内的 )"、$%、'+路等公
交线路进行了检查。从所查的 ",辆
车结果看，安全设施基本到位，空调
设施制冷也全部达标，车厢所有出风
口的温度都能保持在 #(!上下。

记者跟随稽查人员检查轨交站
点时发现，有不少乘客不太配合安全
检查。在人民广场轨交站的一个入口
处，记者观察了七八分钟，只有几位
提着大件行李的乘客能够主动接受
安检，大多数拎着手提包的乘客一般
都不愿将包放在仪器上安检。#''号
安检员告诉记者，每天他们要不停地
提醒乘客接受安检，但仍有不少乘客
不愿配合。记者问一位匆匆进站的乘
客“为啥不愿安检”，他坦言，早晨大
家都急着上班赶时间，“再说，我的包
里又没有危险品”。
看来，城市交通安全，不仅需要

管理部门的严格监管，更要依靠广
大市民乘客增强安全意识。
记者 张欣平 志愿者 李暐烨 王玉静

市交港局局长率队检查公交车和轨交站点空调和安全设施

逃生锤基本会用 手提包不愿安检

! 检查人员正在测试公交车出风口的温度 本报记者 陈梦泽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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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这些日子出门，火辣辣的太
阳晒得人头晕。这时，一小片阴凉
也可以为行人带来极大的满足。
昨天，家住浦东新区周家渡路街
道的周女士向本报“夏令热线”反
映，在浦东南路洪山路路口的四
把为等候红绿灯的行人所设置的
遮阳伞，在这样的天气里却被收
了起来。

周女士告诉记者，这四把遮阳
伞是几年前为了迎接世博会而设
置在那里的，除了便利行人遮阳
外，还可为当时的交通协管志愿者
提供服务。现在志愿者仍旧在每天
早上 !时至 +时提供服务，但是当

志愿者服务活动结束之后，伞也就
随之被收起。周女士说，这个路口
的周围并没有其他的绿化或是建
筑物，许多行人为缩短暴晒时间而
闯红灯穿马路。

据周女士介绍，正是周家渡路

街道要求志愿者们离开时将伞收
起的，而这样做的理由居然是担心
伞长时间撑开容易损坏。“其实完
全可以在太阳落下后再将伞收起，
关键是要有人负责管理。”
本报记者 张欣平 志愿者 沈之喻

遮阳伞 能否让行人遮个阳

! ! ! !老式小区大多存在停车难的问
题，闵行区水清一村的“解决之道”
是把绿化带的草地“切”掉一块，用
于拓宽道路，这样小区内道路就能
在停一排车辆的同时，留出一条通
道。如此“方案”是否可行？家住这个
小区的陈先生拨打“夏令热线”称：
“我强烈反对，再怎么也不能毁绿。”

树木被砍 灌木枯死
记者来到水清一村，在居民陈

先生的带领下，来到小区北门附近
的一排楼房之前，只见楼房门洞前
面的绿化带都被“切掉”了一米左
右，裸露出泥土，好几棵大树虽然

未被砍伐，但其树干紧贴将来要修
建的道路。陈先生指着一个深坑
道：“这里原本有一棵广玉兰树，一
大早被砍掉了，很可惜。”

而另一侧的绿化带中，有一片
已经枯死的灌木。据居民反映，这
片灌木原本种在小区另外一个地
方，那片土地要造一个凉亭，灌木
才被移栽到此，但是可能是因为疏
于浇水，加上近来天气暴热，原本
郁郁葱葱的灌木已经全部枯死。

业主同意 拓宽道路
水清一村建成于-++"年前后，

属于较老的小区，小区内道路比较
狭窄。如果道路上停着一辆小轿车，
后面的车子就无法进出，救火车和

救护车也时常会因为道路上停车而
被阻断去路。记者发现，“切”掉一部
分绿化带用来扩宽道路后，道路刚
好可供两辆车并排行驶。据物业人
员解释，“用绿地扩宽道路”的方案
是业委会征询业主意见、并取得大
多数业主同意后才实施的，并向政
府绿化主管部门报备；至于砍伐广
玉兰树，物业给出的“解释”是“防止
台风来时广玉兰被吹倒”。

在老小区里挖潜解决停车难
问题，相信大多数居民是持赞成意
见的，但树木被砍、灌木枯死也是
居民们不愿看到的情景，请有关部
门尽心尽责处理好老式小区道路
拓宽与绿化保护之间的矛盾。
记者 金志刚 志愿者 丁明玮

老式小区为拓宽道路“切掉”部分绿化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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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拓宽小区道路!路边的绿化被

&切掉'一块 记者 陈梦泽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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