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北华路上!沿街商铺占用人行道 志愿者 张呈君 本报记者 陈梦泽 摄

! ! ! !报料 昨天!家住莘庄的李老伯反映!莘庄北广场

非机动车成排停放!严重阻碍行人出行和周边交通"

昨天上午，记者在莘庄站北广场看到，人行道上画
出机动车停放的区域，导致人行道拥挤不堪，窄的地方
行人只能侧着身子过。莘庄龙之梦外的情形也相似：五
六辆电动车堵住商场台阶，人行道画出了非机动车停
放的区域，挤占行人通道。
附近居民抱怨纷纷。人行道成非机动车停车位，阻

碍交通不说，还容易诱发危险事故。有市民表示，希望
相关部门能重新规划，还市民一条干净宽敞的人行
道。 见习记者 徐驰 志愿者 糜俊豪

1个月相伴接读者来电8.7万个
本报!夏令热线"上午收线 对城市运行建议仍可拨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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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夏令热年 线

! ! ! !本报讯（记者 张欣平）与广大市民和读
者相伴度过酷暑高温后，!%&$新民晚报“夏令
热线”今天上午收线。在历时一个多月的活动
期间，&!'&(热线共接到市民来电 )*+ 万个，
日均 !$,+个，受理各类信息 +*-万件。市民关
注的投诉、举报类前三类问题依次是违法建
筑、乱设摊和出租车拒载。

与往年相比，今年“夏令热线”市民来电

有所降温，来电总量较去年下降 !%*!.。市民诉
求情况整体平稳有序，这或许与今年入夏以来
极端高温天不多有关。来电受理总量出现下
降，违法建筑、乱设摊和出租车拒载前三类的诉
求量均较去年明显减少。

今年“夏令热线”期间，受强台风“灿鸿”
影响，居民房屋漏水报修、树木倒伏现象反映
较为集中。持续高温天，除空调外机和各类噪

声扰民等常规性季节问题的矛盾依旧突出
外，市民对烈日下等候公交车以及轨交 #-号
线限流措施等户外候车问题的关注度较高。

电梯事故频发的相关诉求，成为今年“夏
令热线”期间市民关注的一个新热点。据统
计，今年“夏令热线”共受理相关诉求 #(%余
件，较去年同期上升 -%.。

今年“夏令热线”活动期间，本市 #+个区

县和市建设交通工作党委、市建管委、市交通
委、市水务局、市房管局、市绿化市容局及市
电力公司等各参与单位的主要领导接听市民
来电，及时响应、快速处置，切实为酷暑高温
下的市民解决了一些实际困难和问题。
本报 !%#$“夏令热线”与市民和读者道别

后，大家对城市运行和管理问题有何意见和
建议，仍可拨打 #!'#(热线反映。

! ! ! !报料 家住万春街 !"#弄 $"支弄 %&号 "楼的施女

士反映!%''(年房屋沉降!阳台漏水!墙体开裂!多年来

始终无法解决"

昨天上午 (时，记者在施女士家中看到，客厅承重
墙和卧室天花板都有裂缝。阳台窗户无法闭合，还有一
扇窗的玻璃因为沉降而开裂，阳台一角墙面已经剥落。

施女士 #(($年搬到这里，两年后房屋就开始沉
降。她多次向物业报修，但由于维修费用高，物业公司
迟迟不愿彻底维修。小区物业公司唐经理表示，按照维
修流程，接到居民报修后，由物业估计预算后提交业委
会讨论。由于这一流程耗时较长，所以未上门维修。“现
在维修已经审批下来，工程队下周就会上门。”唐经理
诉苦，锦润物业管理 #$,个小区，施女士家一带都是砖
砌的老房子，普遍存在房屋开裂现象，物业实在是心有
余而力不足。唐经理保证，下周一定解决困扰施女士
#)年的难题。本报记者 张钰芸 志愿者 姜菡 李悦琳

油腻腻乱哄哄的人行道
险些成了“勇敢者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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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门营业屡遭投诉 难禁止或与处罚程序复杂有关

调查一 水果店扩张
医学院路 !%号至 $%号附近有

裁缝铺、水果店、杂货店等便民店
铺。昨天下午，记者看到，不少店铺
跨门营业，把人行道当作自己的店
堂。其中有一家水果店，近日扩大经
营范围，卖水果同时兼卖蔬菜。店内
摆放着当季水果，店外人行道上又
搭起一个铺位，摆放新鲜蔬菜。为了
避开人行道上的菜摊以及挑选蔬菜
的居民，不少行人只好绕道走上马
路，和机动车“抢道”。“老伴坐轮椅，
每次经过都要绕道，非常不方便。”
推着轮椅的李奶奶抱怨道。

房屋沉降十八年
阳台漏水墙开裂
物业推脱因维修评估流程耗时长

调查二 早餐店占道
枫林路上有不少早餐店。上午

八时，早餐店生意异常火热，包子、
油条、煎饼的叫卖声此起彼伏。部分
早餐店为了招揽更多生意，在人行
道上搭遮阳篷，扩大经营面积，还将
不用的物品随意堆放在人行道上。
原本就狭窄的人行道更加拥挤，加
上此处车流量人流量也较大，周边
居民只好小心翼翼出行。“有时，早
餐店将洗碗水、油渣等垃圾倒在马
路上，导致附近的路面湿漉漉、油腻
腻，还时常积水。我们路过时格外小
心，就怕路滑摔倒出点意外。”附近
的一位居民黄阿姨无奈地说。

! ! ! !本报夏令热线 #!'#(开通以来，“跨门
营业”成为投诉热点之一。近日，多位市民
反映小区附近的店铺存在跨门营业现象，给
周边居民出行带来不便。
跨门营业是占道经营的一种，经营者占

用其经营场所门面以外或附近的公共场所
进行经营活动。这一现象难禁止或与处罚较
轻有关。跨门营业的商家大多经营较低廉的
商品，被暂扣或没收一部分商品，损失不大。

而且，实施行政处罚程序复杂。如果没有暂扣
物品作抵押，当事人几乎不会主动缴纳罚款。
而大量小额行政处罚案件申请法院强制执行
也不现实，一些经营者心存侥幸，屡屡违法。
物权律师黄友健建议，居民可以联合周

边居委、街道对跨门营业者进行劝说和整
治。同时，跨门营业者也要多考虑行人安全、
城市市容，主动撤除挤占人行道的摊位。
志愿者 冯子夏 陈晓 本报记者 杨玉红

非机动车“圈地”
行人无奈侧身走
人行道屡被占市民呼吁重新规划

分析 跨门营业处罚有点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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