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本报讯（记者 潘高峰）随着汛期、台风季
将至，本市交警已着手开展道路易积水点的排
摸，按照“一点一方案”的标准制定临时交通管
制、绕行分流等预案，并报市公安局指挥中心

交通指挥台备案。为迎战汛期、台风季，交警部
门将通过 !!"报警、民警巡逻和视频巡逻等多
种渠道及时掌握、处理雷暴雨、台风等恶劣天
气信息，及时启动交通管理预案。

“一点一方案”交警排摸道路易积水点

来电投诉（12319）###

虹口区的陈先生 天通庵路宝
昌路口近期房屋拆迁，扬尘污染严
重，影响周边居民生活。

微博投诉（@夏令热线）###

!浪里白条"#$% 杨浦区三门
路$!"弄%&号树木群高度超过七层，
宽度六米，台风暴雨来临时，东倒西
歪碰击窗户砸衣架，已经多次向物
业反映。

!妖妖哈& 松江区广富林路
嘉松南路口绿地蔷薇九里，堆满建
筑垃圾、生活垃圾，小区车位被收废
品的人员长期霸占，特别是小区$&$

号那里情况比较严重。

短信投诉（18918901189）###

手机尾号''()的市民 浦东三
林路与凌兆路之间的凌兆园区路，
有大量集装箱卡车停放在马路上，
影响附近车辆通行。

手机尾号%()(的市民 静安区
安远路'!$号泰州路口每晚九时后
有大量夜排档现象，气味油烟很大。

邮件投诉（xlrx@wxjt.com.cn）###

闵行区的王先生 龙柏二村小区
环境脏乱，车辆乱停靠，绿化无人修
剪，影响居民出行和房屋正常采光。

黄浦区的王先生 新闸路'''弄
$"号（新福康里）居民在三楼阳台违
章搭建，影响市容和居民生活。
志愿者张丽霞李暐烨陈誉袁洁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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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本报讯（记者 张欣平）“行业携手促服务，
政企联动保供水”。今天上午，本报“夏令热
线”启动供水行业特别行动，供水行业发布
了全国首份行业社会责任报告，同时为 &"个
社区志愿者服务点授牌并正式开始为市民提
供服务。
上海供水行业此次发布社会责任报告，在

全国范围内尚属首次。报告坦诚向社会公众公
布企业社会责任履责情况，内容既包括各供水
企业价值理念、产品服务管理要求、诚信经营
原则、员工管理等等企业内部管理的内容，也
包括企业参与社区共建、慈善捐助、志愿服务、
公益活动、节能减排等等履行社会责任的相关
内容。

本次全市首批试点设立 &"个供水社区志
愿者服务联系点，涵盖中心城区和各区县，今
后将逐步扩大范围，形成供水行业社区联络
网，更好地服务市民。
社区志愿者服务联系点，是各自来水公司

在居民小区内设立的固定联系点，设有专门的
联络员，每周定期进驻小区，为居民提供报修、

咨询、上门查看等一系列现场服务，同时开展
供水信息发布、用水常识宣传、用户意见征询
等。此外，为了能让居民的用水问题第一时间
得到解决，还将向用户发放联系卡，方便市民
及时反映用水问题。今后，市民家中使用自来
水如发现异常，不出小区门，就可以直接向自
来水公司的志愿者当面反映和咨询，不用再为

诉求无门而发愁。
据了解，为切实解决市民用水急难愁问

题，今年“夏令热线”期间，供水行业将继续开
展“征询用户意见，改善用水困难”特别行动。
行业各供水企业将主动上门走访供水区域内
的居民小区，了解用水情况，征询服务意见和
建议，并通过实施管网改造、总表分装、里弄改

困等一系列用水改困工程及时解决市民用水
困难和问题。“夏令热线”期间，全市将走访小
区 !""个左右，切实解决一部分长期困扰市民
的水质水压问题，确保市民安度盛夏。
市水务局巡视员陈伯深、市水务局副局长

陈远鸣和本报副总编辑裘正义一同为志愿者
服务联系点授牌。

!夏令热线"特别行动#供水行业今发布首份责任报告并向 !"个社区志愿者服务点授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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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蓝天白云，连日晴好让市民
连呼“天气老嗲”，但也有人开始
担心即将到来的台风季。因为从
历史记录看，每年的八九月份都
是上海台风、暴雨、天文大潮的多
发期，风、雨、潮“三聚头”，让城市
的防汛防涝“鸭梨”巨大。

台风将近暴雨难免，水泥城
市”难接地气，上海的排水系统()*+

得住吗？昨日上午，“夏令热线”请来
多位专家做客本报，一起探讨“城市
静脉”怎么“锻炼”更健康。

用足每一寸下水管道
实际上，上海排水系统拥有

“百年历史”。最早乳名叫“洋泾
浜”的，就是上海滩最早的排水系
统所在地。百年沉浮，昔日的“洋
泾浜”今天已成上海的城市交通
大动脉，而更多的地下排水管网
也渐布申城地下，纵横交错形成
了平时看不见的城市“大静脉”。

不过，由于“寸土寸金”的现
状，目前上海市中心排水管道已
基本没有再“大刀阔斧”扩容的空
间。去淤、清涝、防脱，用足每一寸
下水管道，才是确保“城市静脉”
健康的基本之道。现在，排水管道
养护、提防巡视等防汛检查早已
纳入工作常态化，“活血化瘀”方面还会采用机
器人排污、声纳检测、“内窥镜”等多种“新功
夫”。据市排水管理处公布的数据显示：,"!!年
上海累计疏通排水管道约!-万公里，清捞污泥
近%!万立方米；今年&月汛期前，又疏通排水管
道超过$$""公里，清捞污泥'.,,万立方米，养
护窨井、进水口/"余万座（次）。

同时，上海还计划在“十二五”期间投资
!""亿元，新建改造,'个排水系统，尤其是中心
城区最易灌水的一些薄弱环节。截至今年&月，
大定海及福建北排水系统改造工程均已进入
实施阶段，龙华机场、新宛平、庙行等区域的工
程可行性研究报告也已获批。

不是只依靠一个“排”字
“地上一美元，地下一美元”，这是城市公共

建设中的国际经验。据市排水管理处教授级高
工毛惟德博士介绍，其实在不少国际大都市，解

决城市排水的问题不是只依靠一
个“排”字。天落水滋润万物，通过
减轻地面径流量就能降低城市排
水的压力。比如：步行街使用渗水
材料，虽然表面看来不平滑，但雨
天雨水容易下渗；人行道多用小砖
铺砌，砖间可长绿草，下雨天也能
很快吸附雨水；作为“城市绿肺”的
公园不是高出地面，反而故意造成
低洼，像只“海碗”随时等着雨水汇
流，并最终净化、收集再利用……
在,"!!版的国标《室外排水

设计规范》中，就提到“雨水综合
管理”的概念，即要采取“排、削、
渗、蓄、用”等多种办法，而不是简
单地一味提高城市排水标准。

个人也要会“错峰避危”
也有读者问：如遇暴雨，上海

的排水按什么标准在“走”？据悉，
虽然目前上海的管网一般都按一
年一遇的暴雨设计（即%&毫米0小
时），但加上每两三平方公里范围
内就有一个泵站，排水能力又有
所提高。而在一些重要的地区，排
水能力的设计更按%1$年一遇甚
至更高的标准设计。
值得一提的是，上海还有超

过,""处低于地面的下立交。由于
水往低处流，在周边的排水系统无力应对强降
雨的情况下，雨水必然汇集到下立交。对此，市
防汛办常务副主任胡欣透露说，在今年主汛期
到来前，本市新增了/!处下立交积水实时监测
系统，市区!,$处下立交基本实现了积水实时
监测全覆盖。这一系统能够自动报警，让防汛
部门第一时间掌握各个下立交的积水出现时
间、积水深度等情况。特别是当积水达到%"厘
米时，交警部门将会配合封路以保障安全。

而除了靠公共排水系统和预警系统保平
安，如遇特大暴雨天，个人也要学点“错峰避
危”的基本法则。市排水管理处设施管理科副
科长张煜伟就提醒说：大雨天尽量不去低洼
地。因为对轿车而言，当积水深度超过,"厘米
时，开车容易熄火，如果“重启”则会让发动机
“内伤”；当积水高于%"厘米时，就不仅仅是熄
火的问题了，还有“被漂移”等危险。

本报记者 胡晓晶 张欣平

! ! ! !! !!*+,,-./0"看到本报刊发的本市中心
城区易积水点图示感慨，“曹杨路轻轨站那果然榜
上有名啊，每次下暴雨就得跑!!号线的出口。”

! !!思苔啦不要异地恋和失学" 也看到
了自己熟悉的地名，“果然出现了龙华路龙华西
路！！！小学时候难忘的记忆！”

! !!螺旋向上1三十又怎样"看着图片
有点疑惑，不禁发问“浦东全在水里2”事实上，
目前报纸上刊登的是一张简要示意图，如果要
看详图，还请点击新民网。

! !!02+的34-"点出了大众心理，“这年
头，闻雨色变。”众多网友转发以作“备份”之
用，“3柠檬头的橙子”觉得这是“开车人必备”。

! !!上海地铁305.678"肯定申城严控
易积水点的做法，认为这是“未雨绸缪”，同时
“祝福上海平安”。“345*667旼8酷鱼潮人”祈祷
“大神请继续庇佑上海”。不过，还是有网友想
得更远。“3吴传赛”说，“申城水系发达，排涝不
是问题。还是绸缪一下海平面上升的问题吧”。

志愿者 袁洁 整理

微博（@ 夏令热线）热议·积水点

! ! ! !公用事业费付费难，十来年前还是一桩烦
心事。早在!//%年本报“夏令热线”首次开通
时，就有不少市民为此纷纷来电反映此事。现
如今，市民可去就近的便利店缴费，办银行卡
代扣，手机钱包随时付，还可足不出户网上缴。
水电煤等公用事业费的缴付渠道是越来越多
样化了，市民也渴望收费服务更人性化———

【镜头回放】
乘十站路车排半小时队
当年，家住枫林路,&号的王晨清老先生向本

报“夏令热线”反映说，居住地周围有一大片住宅
小区，可缴付公用事业费的网点却不在附近，每次
去付费不但要乘十站路的公交车还要排半小时
队，大热天里对腿脚不便的他，实在苦不堪言。
在!//%年，全市大约只有%""个公用事业费

代收点。其中一些代收点还开门迟、关门早，不
少市民尤其是双职工每次为付费都要“伤透脑
筋”。那时候，缴纳公用事业费几乎被看成上海
人家的月度大事，水、电、煤的缴纳时间又各自
错开，所以每个月都要一次次跑不同的代收点。

!///年'月-日，《新民晚报》登出一篇《昔

日付费难真伤脑筋 今朝网点多方便快捷》的
消息，报道了工商银行和邮政系统新开公用事
业费代收，自来水公司还专门组织人力定时上
街设摊收费，还将开流动收费服务车进小区。

【现场探访】
“出门就能缴费”越来越普遍

十多年过去了，缴费难如今已鲜有人提
及。记者来到当年王晨清先生家所在地，因为
市政动迁原来的居民楼早被拆除了。周边的居
民告诉记者，如今出门五分钟就是便利店，走
十分钟就有银行，上下班顺路缴费很方便。记
者昨天傍晚在附近的好德便利店“蹲点”，短短
十分钟里就见先后%人来缴费，现场既有付现
金的，也有刷信用卡的，还有刷农工商红利卡
的。其间没人排队，都是半分钟搞定。

受邀和记者同行的市南自来水公司“老法
师”喻晓也不得不感慨，当年真是怎么也想不到，
如今竟会有如此的“方便付”。工作了%,个年头的
他，当年印象最深的就是排队苦：“最怕就是眼看
要轮到自己了，却突然想起还有张单子没拿，这
样一来一回再重新排队，半天就废掉了。”

据悉，!//%年全市有%""个公用事业费缴费
网点，现在这一数字已经更新到了,万个。同时，
随着“出门就能缴费”的越来越普遍，像流动收
费摊和流动付费车等当年新闻里那些还算先进
的做法，如今也基本上都退出了历史舞台。

【最新变化】
“临时滞纳族”可在付费通支付

只听“喀嚓”一声，正坐在来福士广场的大
食代里吃着午饭的刘佳，用59()76 -:就把电
费单上的条形码拍下来了：“是给我外公外婆
缴的电费，这可是孝心支付呢！我上学时，缴费
要坐地铁去排队；现在上班了用支付宝，随手
拍完随时就能上网付。”现如今，像刘佳这样的
申城新派缴费族也越来越多，银行自动代扣、
手机短信缴费、第三方快捷支付等等林林总总
选择多。每个月仅在支付宝上，来自上海网民
的公用事业费缴费就有-万多笔，无论是缴费

金额还是人次都排到了全国第一。
不过，缴费便利的背后还有人希望缴费再

方便点。在武宁南路上的大众燃气服务点，因
为出差错过了最后付款日的杨女士，就是为交
滞纳金冒暑而来：“唉！为什么便利店就不能付
过期的公用事业账单呢？当期的能收，过期的
为什么不行啊？”旁边一位王先生也告诉记者，
自己是因为没收到账单而忘记缴费，结果现在
缴费“被晚点”了还要付滞纳金，虽然钱不多但
总觉得“有点冤”。为此，他们都希望有关方面
在对待逾期的账单上，也能开设方便通道。
“现在在付费通网上可以进行逾期支付”。

付费通总经理池晓彬支招说，为了让市民不必
为滞纳金专门跑一趟，目前过期账单也能在付
费通平台上缴，滞纳金可被计入下个月的账单
总额，和下个月的费用合计总账，到下个月再
一起网上补付。 本报记者 胡晓晶

志愿者 黄逸君 任竹青 陆翔

缴水电煤等公用事业费曾是上海人每个月的烦心事$而如今%%%

不用排长队 不再“跑断腿”却愁滞纳费

! ! ! !闸北区绿化和市容管理局副局长

傅凤祥

今天上午 '时 %"分起的 !个小时
内，作为新民晚报夏令热线的嘉宾接线
员，我接听了 &个电话。

#接听内容$

&个来电中，有一个和我的本职工作
直接有关。蒙自路上一家银行的外墙上
安装大功率空调，炎炎夏日里热风阵阵
扰民。其它来电则都与出行有关：家住南
奉公路 ';/;弄的居民因“黑车”堵门而
忧心忡忡；还有一位外国乘客在青浦乘
坐所谓“深强”公司的“出租车”，还没来

得及取行李，“出租车”便绝尘而去。
#来电综述$

工作人员告诉我，就在我接听热线
的同时，夏令热线 !个小时内来电量 ,&%

个，接通 !'"个，市民关注的前三类问题
是乱设摊、违法建筑、公交线路营运。

#行业感言$

夏令季节是市容环境问题的多发!

高发期"也是环卫工人最辛苦的时期"对

环卫工人的辛勤付出应予以尊重# 但同

时要承认"由于基础配套设施!市民环卫

意识以及环卫作业等原因" 市容环境还

有许多难以令市民满意的地方" 市民的

诉求绝大多数合情合理$ 我们要注重细

节"关注%琐事&"提高市民对市容环境的

满意度$同时"也希望广大市民共同参与

城市的管理" 努力形成 %城市多一份清

洁"生活多一份和谐&的社会氛围$

城市多一份清洁
生活多一份和谐

! ! ! !一个居民小区，竟有 !-户底楼居民
在自家天井私自打水井，还有居民在绿
化带里遍种瓜果蔬菜（见下图）。一派“田
园风情”的背后，却埋下了地面缓慢下沉
的隐患。记者前往浦东新区川沙镇情谊
苑小区实地探访。

小区内挖了14口井
位于新德路 &",弄的情谊苑是一个

较新的居民小区，楼面整洁，绿树成荫。
但多户底楼居民在用铁栅栏围起的院子
内打了水井，还装有小型手动压水泵。

据新德居委会介绍，情谊苑小区居
民多是原拆原建的动迁居民，整个小区
内竟有 !-口水井。据说打一口水井的成
本也就几百元钱，从中汲取的水主要用
来洗衣服、拖地、浇花等。一些“有井户”
深夜或清晨取水，手摇式压水泵会发出
“咕噜咕噜”的噪声，影响楼上居民休息。

绿化带里长出丝瓜南瓜
在 !$ 号、!& 号楼前面的公共绿化

带内，茂密的丝瓜藤爬满了铁栅栏，苦
瓜、南瓜等也结出了果实，梨树、桔子树

和枣树也已挂果。
一位居民说：“当初就是看中了这个

小区的绿化才把房子买到这里，但现在
改成了菜地、果园，特别是大热天有人在
这里施肥浇粪，臭气熏天。”

上海市《物业管理条例》明确，小区
内的绿化带为业主所共有，属公共空间。
在绿化带内种瓜果蔬菜，属于个人占用
公共空间谋私利的行为。

水井属“地下违法建筑”
根据《城市地下水开发利用保护管

理规定》，个人、单位凿井取地下水，必须
向主管部门办理取水许可申请，审核通
过后方可动工，禁止不经审批私自取用
城市地下水。房产部门也曾明确表示，居
民在自家天井里挖井，也属于违法搭建，
与一般违法搭建不同的是，水井是搭在
地下的违法建筑。
地质学家做过分析，如果大量的水

被抽走，来不及补给的话，就会有地面缓
慢下沉的可能。在挖井的过程中，控制不
好会有地面坍塌的可能。

志愿者 张丽霞 本报记者 金志刚

川沙镇情谊苑有居民违法搭建!深入"地下

自家院子挖水井
公共绿地种瓜果

变与不变 !"年#

! ! ! !本就不宽的吴宝路，两侧停满了车，
路边人行道又有数不清的二手家电挡
路。居民出门，常常只能和路上疾驰的车
辆“擦肩而过”，险象环生。近日，夏令热
线接到家住闵行区吴宝路 $'"弄的居民
来电反映，感叹“行路难”。
昨天上午，记者在吴宝路边看到，虽然

还没到上班高峰，但来往车辆已经不少。本
不宽敞的路面两侧停了不少车辆，既有小
轿车，也有轻型货车，占用了大部分车道。

吴宝路是家电回收一条街，回收二
手家电的商铺数以百计，人行道上随处

可见回收来的家用电器。洗衣机、冰箱开
起了“展销会”，让路人“动弹不得”。

一位赵姓市民告诉记者：“这个问题
我很早就想向有关部门反映了，每天晚
上这条路都堵得一塌糊涂，车子基本上
开不动。”记者问起这些停放的车辆来自
何方，赵先生说，有些是附近小区的私家

车，有些是街边商铺的货车，都是贪图方
便，路边一停了事。

附近许多市民都对“行路难”现象表
示不满，希望有关部门能出面妥善安排好
停车和二手家电占用人行道的问题，让道
路通畅。志愿者 裘善龙 沈盛雍 李暐烨

本报记者 陈杰

路边停满车子$人行道成了二手家电!展销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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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我接听

今日投诉

明日提示

家中自来水如有异常 不用出小区即可诉求

! 数十家旧家电商店在人行道上堆满商品

本版摄影 本报记者 楼文彪 见习记者 陈梦泽 志愿者 李暐烨

! ! ! !明天上午 /时至 !!时，市电力公
司组织开展“居民阶梯电价实施配套
服务进社区”夏令热线志愿者活动。近
,""" 名特别志愿者走进 --" 余个小
区，上门为居民提供现场咨询等服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