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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摸整治正当时
让盲道不再断

记者 朱杰

近期，“上海大调研”微信公众号发布消
息称，本市部分盲道犹如“断线明珠”，有些
地方的盲道甚至还存在安全隐患。对此，记者
就曹家渡辖区内的盲道做了一次实地调研。

人行道上的盲道是由引导砖和提示砖组
成，其中，条形引导砖起到引导盲人前行的作
用，称为行进盲道；圆点提示砖则提示盲人前
面有障碍需要转弯，称为提示盲道。黄色凸出
条纹也是最常见的盲道形式。

记者从武定西路江苏路口出发， 发现武
定西路两侧的人行道普遍不宽， 最窄处只能
允许一个人通过， 两侧的人行道上都未铺设
盲道。此外，人行道的部分路段还有非机动车
停放区和店铺占道现象， 让原本不宽的人行
道变得更窄。

万航渡路的人行道上虽然有盲道， 但还
是存在着一些问题。 如非机动车区就紧挨着
盲道，导致部分车主在停非机动车时，将车子
的后半部分直接停在盲道上，带来安全隐患。
卸货的车辆直接开上人行道，不要说盲人了，
就连普通市民看到前面有辆大车挡道， 也只
能绕道而行。此外，记者还发现在静安桂花园
小区门口附近， 只有公交车站周围铺设了盲
道，延伸区域都没有建设盲道。

像这样的现象并不是个例。在昌平路常
德路口， 盲道并不是由常见的黄色地砖铺
设，而是采用了与地面瓷砖接近的颜色。 记
者远远望过去，盲道并没有什么问题，但在
中段处有一片区域没有铺设盲道，而且盲道
也没有铺设至路口，从盲道末端至十字路口
转弯处至少还有 7-8 米的距离。 在康定路
延平路口，记者也发现整条马路都没有铺设
盲道，只在路口铺设了圆点提示砖。 这种情
况在胶州路的 113 路公交站也同样存在，
只有候车区域铺设了一小段盲道， 略显尴
尬。

在曹家渡辖区里只有万航渡路、昌平路、
胶州路、余姚路和武宁南路铺设有盲道，但盲
道的不连续现象较为普遍。 盲道的实际占比
也没有想象中的多，盲道资源十分有限。就上

述问题， 记者与静安区市政配套管理中心取
得联系，据相关部门负责人解释，部分道路未
铺设盲道的主要原因是人行道的宽度不够，
而像武定西路这样时宽时窄的道路， 就给铺
设盲道造成实际困难。 但对于像昌平路常德
路口的盲道不连续情况， 管理中心表示将派
道路养护人员进行整改， 同时也会加强对区
内盲道的排摸和巡查力度。

据了解， 目前关于上海无障碍设施管理

办法的修订工作已经完成，正在“排队”进入
立法程序。管理主体责任及内容、补充管理细
节和要求等均被建议在法规中明确。 在修订
中， 已明确道路管理部门应对盲道进行定期
维护和保养，保持其使用价值。

同时，市交通委下发了《本市道路人行
道设施集中整治三年行动方案》， 将通过精
细化管理三年行动， 改善本市道路无障碍设
施现状。市路政局则重点聚焦架空线整治，下
发了《关于规范架空线入地和合杆整治后道
路设施整治工作的通知》。 该通知对架空线
入地综合整治以及道路无障碍设施的规范完
善给出了标准。

事实上，对于盲道的铺设和管理，可以借
鉴国外的一些成功经验。 例如在机场、 地铁
站、公交车站、过街马路等人流密集的公共场
所，不仅铺设多条盲道，而且还配有盲文指引
和语音提示， 让盲人能在短时间内找到正确
方向。在此呼吁相关部门在铺设盲道时，从合
理和人性化的角度出发， 最大化地方便盲人
的通行。

忻康里居民告别“蜗居”
记者 朱杰

忻康里居民搬迁无疑是最近曹家渡居民
热议的话题。在集中搬场的几天里，住在那里
的居民挥手告别居住了几十年的石库门老房
子，奔向新的生活。

干瘪的篮球、丢弃的电脑键盘、水池里
的痰盂罐……在如今的忻康里旧里弄， 随处
可见居民留下的生活用品。 大部分老房子的
门上都已被人钉上了木板， 门上刷有红漆
“拆” 字。 “这些房子的居民都已经签约搬
走”。一位正在倒粪站搞卫生工作的师傅对记
者说。

听师傅介绍，她在这里干了有七八年了。

康定路 1395 弄只有这一处倒粪站， 旁边的
男士小便池也不大。居民在没搬走前，每家每
户都使用痰盂罐或马桶， 遇上人多的时候还
要排队倒粪。 尽管绝大多数的里弄居民已经
搬走， 但像她这样的清洁员还要继续做卫生
工作。

记者逛了一圈后发现， 这里的石库门大
多是三层楼， 外墙立面上的夹缝处都长出了
杂草和青苔。

58岁的马阿姨在年轻时就嫁入忻康里，
一住就是 30多年，孙子今年都两岁了。 在她
家， 一间 20 多平方米的长方形房间被简单
地进行了功能分割： 门口是一间只够一个人
转身的小厨房， 往里是只能放下一张单人床

的小房间， 最里面一间放了双人床后就没有
其他多余的空间。 住在这里的居民不仅居住
空间局促，生活环境也很恶劣。楼上人家的痰
盂罐夜里打翻了，水渗透楼板后，会滴在楼下
居民的床头上；老鼠蟑螂更是到处跑，居民睡
觉时蟑螂还会钻到耳朵里。

记者站在里弄的交叉路口， 抬头看不远
处就是高楼大厦和新型住宅楼。 作为曹家渡
辖区里为数不多的旧里弄， 像“积善里”和
“志诚里”这样的里弄名字，已经成了人们的
历史记忆。 以前住在这里的居民或许都不会
再回来，但他们的生活印记却留了下来，而忻
康里也将在若干年后焕发出新的活力， 续写
新的篇章。

“公益杯”曹家渡社区
笼式足球对抗赛举行

记者 朱杰

9月 8日上午，2018“公益杯”曹家渡街
道社区笼式足球对抗赛在昌平路笼式足球场
举行。 自 2009 年首届社区笼式足球对抗赛
举办以来， 该项群众性体育赛事一贯秉承纯
公益性、不收取任何费用，在社会上受到了广
大足球运动爱好者的好评。

记者在现场了解到， 本次笼式足球对抗
赛从选拔赛开始筛选，共有 8支队伍入围，最
终 4 支队伍脱颖而出进入决赛，并通过循环
赛决出名次。比赛吸引了来自不同区域、不同
年龄层次的足球爱好者报名参赛。 其中一位
名叫张原的社区青少年格外引人注目， 年仅
17 岁的他在小学四年级第一次接触足球便
是在曹家渡社区笼式足球场上， 这块笼式足
球场也是将他引向足球之路的起点。 作为国
家二级裁判员， 张原俨然成为上海市足协重
点培养的新生代裁判力量。

经过循环赛的激烈角逐，最终雄鹰队夺
得冠军， 因老鹰队和元老队的积分相同，老
鹰队凭借净胜球优势获得亚军，元老队屈居
季军。 比赛期间，共吸引了近 200 人次的社
区居民围观。 最后，在笼式足球对抗赛的颁
奖仪式上，上海静安公益场所管理服务中心
主任王汉顺、项目总监白桦、静安区足协裁
判长葛留善分别为本次赛事的冠亚季军颁
奖。

分类手册在手
让你秒变“达人”

你知道生活垃圾怎么分类吗？ 从 9 月
起， 由上海市生活垃圾分类减量推进工作联
席会议办公室印发的《上海市生活垃圾全程
分类宣传指导手册》（以下简称《手册》）就
会走进各大社区。《手册》紧贴全程分类最新
要求，围绕为什么要垃圾分类、怎么实施垃圾
分类、答疑解惑三个内容进行展开。

据介绍，《手册》 为 210mm×210mm
大小， 共 28 页， 封面漫画 “爱分类的好孩
子”邀请漫画家夏瑞中友情创作，内页风格
简洁、直观。 《手册》图解“上海生活垃圾全
程分类体系” 涵盖四类垃圾投放、 收集、运
输、处理环节，精心标注目标数据，任务一目
了然。

《手册》明确了：生活垃圾分类标准、上
海市生活垃圾分类标识、 生活垃圾分类投放
要求(有害垃圾、可回收物、湿垃圾、干垃圾)、
分类容器设置要求、投放规范(居住区、单位、
公共场所)、生活垃圾分类收运要求（分类后
的垃圾，必须实行分类收运）。

在答疑解惑篇中，《手册》 还回答了：
“上海生活垃圾为什么分为四类？ ”“为什么
一定要在源头做好分类， 不能集中后统一分
拣？ ”“垃圾四分类，我需要在家里放几个垃
圾桶？ ”“为什么湿垃圾要鼓励除袋投放？ ”
“装修垃圾、大件垃圾怎么投放？ ”“分类做
好了，能避免混装混运吗？ ”和“公共场所只
有干垃圾和可回收物投放容器，产生果核、果
皮怎么办？ ”这七个问题。 （上海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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