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肇嘉浜路宛平路人行天桥“加梯”完

成！自动扶梯日前投入使用，周边居民纷

纷点赞。

这样一个十字路口，双向8车道，曾经

行人过马路要么步行到较远处寻找斑马

线，要么爬楼梯上天桥，上下一次要跨80多

级台阶，让许多腿脚不便的人“望桥兴叹”。

市人大代表林荫茂注意到这一情况，

通过代表调研视察、建议督办等途径，以及

上海两会期间呼吁并反映问题，督促相关

部门合力解决这一问题。从这个意义上

说，宛平路过街天桥“加梯”工程成为推动

全市天桥“加梯”实事项目的缘起。今年，

道路人行天桥加装电梯工作被列入2022

年上海市实事项目。眼下，38座人行天桥

适老化设施完善项目持续展开。

“小确幸”都被满足

76岁的方球林，每天要过街去家对面

的徐家汇公园锻炼身体，“有了电梯，不用

再走几步歇一歇，15分钟过个桥了。”

“老旧的桥面铺装换成了防腐木质地

板，防滑！宝宝正在学走路，这让我们很安

心。”这是90后妈妈吕雅溜娃时的欣喜发现。

周边居民的“小确幸”都被满足了。

宛平路天桥，南侧居民区密集，西北侧

有徐家汇公园，肇嘉浜路又是市中心东西

走向的主干道之一——行人、游客、前往公

园锻炼的居民来往不断。

在周边住了几十年，方球林也曾为天

桥所苦：爬天桥费劲不说，上世纪末建成的

天桥这些年出现了桥面铺装面砖部分破

损、雨雪天易湿滑等状况。他也和老伴嘀

咕：“有没有加梯的可能？”

居民之盼终于有了回响。去年起，结

合周边风貌，天桥整体修缮和装饰提升工

程启动。

公开听证会“破题”

谁料，工程刚开工没几天，就暂停了。

原来，该天桥范围内的市政管线错综复杂，

地下有地铁、22万伏高压线及其他各类公

用管线。如果增设无障碍电梯，必须对管

线、绿化进行大规模改迁，施工难度大，阻

碍了进展。

“一部电梯背后，需要交通、公安、绿化

市容等多个职能部门协商”，林荫茂参与、

见证了破题。

没多久，一场听证会拉开序幕，就这座天

桥无障碍改造的必要性和可行性，邀请居民

旁听并征求意见，这在全市也是首例。听证

会还邀请市人大、市残联等10余家单位旁

听，积极推动此类问题的解决，也形成了较为

科学合理的“上下行自动扶梯+斜挂式升降

平台”的改造方案。

听证会形成的样板，可复制、可推广，推

动辖区内3座符合条件的人行天桥改造加梯。

打造“全龄友好”

宛平路天桥的自动扶梯有点特别，它们

都是定制的：一上一下，确保双向都可以通

行，并根据人流量自动启停。“我们还要保证

以后下方的人行通道还能正常通行”，项目负

责人解释。

“眼下的天桥‘加梯’，已升级打造为‘全

龄友好’。”市人大代表施政调研过全市不少

人行天桥，在最初的考量中，天桥加梯是为了

满足老、幼、病、残、孕等特殊群体的出行需

求。但发展至今，已不再是“一部梯”那么简

单，更要考量整体品质的提升。

譬如，绿植经过设计布局，不宜过高；加

梯后的天桥，不影响下方人行通道等。结合

改造，有的人行道也会拓宽，更为“儿童友好”

“轮椅友好”。

肇嘉浜路宛平路天桥自动扶梯启用，并完成整体修缮装饰提升

天桥“加梯”加出“全龄友好”
■本报记者 王宛艺

“真是太方便了！以前坐公交车，刷好公

交卡，抑或扫好乘车码，还有一道核酸检验的

程序，现在省时又省力。”

近日，在公交55路世界路终点站，乘客

张女士上车扫码时，POS机除了发出代表常

规扣费成功的“滴”声提示，还有“核酸核验

通过”的语音提示，“这真是一项非常便民的

举措！”

最近，不少市民发现，在部分公交车上，

持完成身份信息关联登记的交通卡直接刷

卡，就能验证健康码状态并完成支付，不再需

要扫描场所码或出示纸质离线码。

截至目前，相关部门已完成1.6万多台公

交车POS机的实时联机验证能力改造。目

前，市交通委正加快统筹组织，对全市公交

POS机进行改造升级。

新升级的POS机在乘客支付车资同时，

也核验乘客的健康码状况。无论是使用经过

绑定身份的交通卡还是手机乘车码乘坐，乘

客健康信息只要符合防疫要求，POS机就会

播报“核验通过”的语音提示；如遇到乘客健

康码非绿码，则会通知驾驶员乘客“健康码异

常”；如乘客尚未绑定交通卡，也会及时提醒

乘客扫码乘车。

据了解，7月1日起，上海交通卡公司所

属23个交通卡自营服务网点、200个公交首

末站点以及地铁站内的12家全家便利店，均

能提供绑定交通卡的服务。

上海公交POS机升级，扣费验码“二合一”
■本报记者 张晓鸣

这两天，黄浦区外滩街道山北小区

居民甫一进小区，路面标有“慢行优先”

“微光照亮”“观赏花草”等描述的地贴跃

入眼底，引得他们三五驻足。

经过一个多月遴选，居民所票选的

“10分钟社区生活圈”最佳方案1∶1落地

呈现，每一处地贴都对应着具体的微更

新：比如人车分流、增设落地照明、绿化

布局等。

山北小区公共空间狭小，社区改造

颇为受限，动辄就会出现居民关于“吃亏

与否”的较劲。同时，小区处于老旧住房

综合修缮重要关头，居民更渴盼与居住

环境直接相关的精细化改造得以落实。

第一安全、第二实用、第三美观，外

滩街道办事处副主任邵祺翔对落地方案

的要求排了序，也为实际操作中的取舍

提供了选择依据；但如何在螺蛳壳里做

道场，考验的是基层治理者盘活资源的

能力，“居民参与是一方面，也希望与社

会各方形成合力，实现资源集聚最大化”。

山北小区呈U型分布，向阳一侧的

弄堂，一楼居民齐齐整整向外伸展着“龙

门衣架”，几乎覆盖了半边走道。该处本

计划增设花坛，但大部分居民仍不同意

将“龙门式”改换成“伸缩式”为绿植腾挪

空间。

“老上海人用惯了龙门衣架，光照面

积大，社区出资安装他们也不愿意更换。”

当实用和美观互相碰撞，该如何取舍？

外滩社区管理办朱峰说，还在努力动员。

现实中，总有少数居民要让渡部分

利益。设计师潘彦芹带着意见征询板，

招呼每一名过路居民现场“民调”：“休息

座椅安在您家楼下是否可行？是否接受

绿植部分不是真花？”

征集需求的阶段，居民对休息座椅

几乎都叫好，但若安置在低层居民窗下，

就可能出现被闲聊居民扰了安宁的情

况，怎么办？潘彦芹说，“我们会根据他

们的意愿设计座椅间距，尽可能减噪。”

螺蛳壳里做道场，难在如何聚集资源。

针对小区儿童设施的改造计划，居

民们提出添置秋千，愿望虽小却不在改

造资金涵盖的项目范围内，“我们把这些

细小的项目整理出来对外公布，期待社

会资金认领。”邵祺翔说。

如何撬动社会资金？针对有商家愿

意支持小区部分改造的情况，黄浦区政

协委员施泳峰说，企业出于社会责任感

参与小区改造值得鼓励，相关方在做好对专款专用的监督外，也

要想办法调动社会资金的积极性。

此前，黄浦区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都不同程度关注过山北

小区的改造，邵祺翔表示，希望相关方能助力实现资源破壁。

“譬如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可以盘活手上资源，同政府部门、

相关企业、街道办事处、居委会形成合力，共同往让老百姓感受

到实惠的方向一起努力。”施泳峰说。

对于获得感，一名积极参与方案征集修改的山北小区居民

这样描述：“虽不是所有的需求都能满足，但依然能真切感受到

小区越改越好，动起来就有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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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苏展

宛平路新建成

的天桥装有上下双

向自动扶梯，并配有

残疾人升降梯，极大

方便了老年人和残

疾人出行。

本报记者

赵立荣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