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爬楼机需求旺盛，现实却“僧多粥少”
记者 朱杰

近年来伴随城市老龄化现象的日益突
出， 老公房装电梯成为越来越多老年居民的
期盼。 但由于手续、资金等多方面的原因，要
想装成一部电梯往往困难重重。 近几年，“爬
楼机”这一新设备的出现，一定程度上缓解
了老人下楼难的问题。 目前常见的爬楼机分
两种，一种是轨道式座椅爬楼机，优点是无需
他人协助老人就能独立操作，随时使用，缺点
是占据走道空间，设备造价高昂；另一种是便
携式爬楼机，优点是不占空间，缺点是需要居
民提前预约，在预约高峰期（上午 8 点至 10
点，下午 3 点至 5 点）还需要排队等候，并支
付费用。

像这样的爬楼机， 在曹家渡辖区内还属
于稀有物。前两天，家住长宁路 209弄的姚老
先生向记者说出了自己的苦恼。

老人上下楼困难
盼装“爬楼神器”

姚老先生家住三楼，已是 90 多岁高龄的
他，现在基本足不出户。 老人腿脚不好，在房
间里走路时都要依靠扶手拐杖。 老人的子女
又不在身边， 平时只有一位护工阿姨帮忙照
护起居生活。

有一次， 姚老先生的身体出现了突发状
况，要去医院就诊。 但在紧急关头，下楼却成
了难事。无奈之下只能呼叫救护车，让医护人
员用担架将老人抬下楼。等老人看完病后，还
要排队等候救护车再送回去。

老人表示， 如果他住的老公房能装上爬
楼机，将大大方便他的外出就医，还能偶尔去
楼底院子里呼吸下新鲜空气。在曹家渡，像姚
老先生这样的情况不在少数。

“独苗”爬楼机
管理维护成难事

据记者了解， 在曹家渡街道三和花园小
区 12 号楼里有一台“爬楼机”，这是静安区
目前唯一一个安装有“座椅式”电梯的居民
楼。

12 号楼里的这台爬楼机， 是在 2014 年
12 月安装到位的。 当时，这个项目是由上海
市残疾人基金会牵头， 由英国仕腾达公司出
资免费捐赠给三和小区。

“当时选择 12 号楼，是考虑到这幢楼里
的老人数量居多， 对爬楼机的需求也比较集
中”，三和居委前任书记周健表示。 爬楼机的
保修期是两年， 保修期内厂商负责设备的一
切维修和零件更换， 保修期外的维修费用则
需要 12号楼居民自行协商。

记者发现，整套爬楼机的轨道从底楼一直
延伸至 6楼楼顶。安装后的轨道对走道自身影
响不大，据现场估测，走道能同时容纳两个人
并排站立或通行。 在四楼拐弯处，红色靠背的
爬楼机座椅停在了轨道上。 这台 260型“斯坦
纳” 升降椅仅限一人乘坐， 最大负载重量是

135公斤，座椅上的装饰材料是阻燃材料。
记者采访时， 家住顶楼的茂阿姨刚买菜

回来。 阿姨说，前两个月她生了一场病，如今
腿脚没有以前那么有劲， 有时候上楼就要借
助这台爬楼机。 阿姨边演示边说，这台机器操
作简单，容易上手，老人只需坐上座椅系上安
全带， 通过遥控右手边的操纵杆控制上升或
者下降。

经计算， 使用这台爬楼机每上升一个楼
层大约耗时 1 分 40 秒，每下降一个楼层则需
1 分 20 秒。 在每个楼层的拐弯处设有停靠
点，座椅运行到该处时都要停靠几秒钟，停靠
点还装有充电装置，保持随用随充。 尽管爬楼
机的速度不快，但优点在于平稳，老人使用时
也无需担心安全问题。

住在 4 楼的一位老人表示， 他也是最近
才使用上了这台机器。 自从得了脑梗后，他现
在几乎每天都要去医院。 有了这台机器后，老
人上下楼也方便了许多。

据悉，自 2014年至今，爬楼机也“小修”
过几次，但都没有让居民承担费用。 当初安装
设备时，厂商也和该楼居民达成协议，从 2 楼
开始的 10 户人家， 将承担之后的维修费用，
层数越高的居民所需承担的部分越多。

现今人口老龄化日益严重， 居民对爬楼
机的需求也越来越突出。 在此，记者也呼吁相
关部门引起重视， 制定出切实可行的解决方
案，让“老百姓得实惠”这句话落到实处。

老老人人坐坐车车遗遗忘忘随随身身包包
包内有数千元现金

记者 朱杰 整理

近日，有位老人从丰庄乘坐 765路，
在曹家渡下站时不慎将随身携带的帆布
包遗忘在车上， 包里放有现金和钥匙。
765 路当班司机刘师傅介绍，11 月 2 日
中午 11点 45分左右， 他驾驶公交车驶
入西康路、海防路终点站后，就像往常那
样对全车进行“一程一检”，期间他在中
门后第一排双人座位上发现了一只白色
帆布包。刘师傅当即将包拿到了调度室。

调度室工作人员在包里发现有只旧
信封， 装有一捆用鞋带绑扎的 3600 元
现金。另外还有一件外套和一串钥匙。监
控画面显示当天上午 10 点 53 分，一位
老人从始发站上车时手里拎着一只白色
帆布包， 老人先是坐在车厢中段的单人
座椅上。之后，老人起身换到了中门后第
一排靠右的位置上， 并将包放在了旁边
的座椅上。11点 36分，当车辆行驶至曹
家渡站时， 监控画面再次显示老人下车
前将包遗忘在座位上。

巴士三公司十二车队 765 路工作
人员表示， 失主包里没有任何信息和联
系方式。车队在事情发生后，就在车队微
博上发布了寻物启事帖子， 之后又得到
了电视节目组的报道支持。 车队希望通
过这种方式， 早点让老人知道并领回丢

失的财物。
目前老人已经找到车队并将失物领

回。经了解，原来是老人的朋友在看到寻
物启事消息后，及时告诉了老人。老人表
示在此之前自己还不知道把帆布包丢在
了哪里。

当前， 公交公司要求每位驾驶员在
车辆到达终点站后， 都要对全车进行检
查，如发现有乘客遗忘东西的，都会将失
物放在终点站调度室保管。一般情况下，
驾驶员看到有带大包小包的乘客上车
时，都会提醒他们不要遗忘东西，尤其是
当老年人上车时都要关照一句。

今后， 如有市民也遇到不慎将物品
遗忘在车上时， 可拨打上海公交热线电
话 62906338，查询具体车辆的调度室，
方便及时找回失物。最后，记者提醒各位
市民朋友， 乘车时应妥善保管好自己的
随身物品， 下车前留心查看座位周围有
没有忘拿东西。

昌平路新添健身步道
成居民休闲好去处

记者 朱杰

近期，记者在路过昌平路时发现，道路一
侧的人行道上有条褐红色塑胶跑道。 天气好
时，有不少社区居民在步道上散步休闲。 从静
安工人体育场为起点， 健身步道一直延伸至
昌平路武宁南路口， 前后的长度大约有 600
米左右。

健身步道的宽度并不宽， 只能容纳一个
人正常通过，如果是两个人并排走的话，可能
有点“吃紧”。 站在步道上，记者用脚踩了踩，
相比旁边的砖块人行道， 塑胶道的质地更有
弹性，走在上面十分舒服。 值得一提的是，健
身步道在设计时还有几处拐弯处， 类似于塑
胶跑道的弯道， 让居民朋友在休闲时增添了
一份乐趣。

此外， 步道与人行道之间几乎没有高低

差，大大降低了居民被绊倒的危险性。 从体育
场门口出发，沿着健身步道一路走来，可以看
到曹家渡笼式足球场、马路边的报栏，几位老
人正坐在长条凳子上休息。对于中老年人群来
说，靠人行道里侧的健身步道，为他们提供了
安静和舒适的散步环境。

这时候，记者上前询问了一位正在散步的
居民。 该居民表示，这条塑胶道是在不久前刚
弄好。 以前他总是去工人体育场锻炼，现在有
了健身步道，他更愿意来这里散步。在他看来，
在步道上散步，不仅能锻炼身体，更重要的是
还能看看街景，正逢桂花盛开的时候，一边散
步一边闻着桂花香，感受生活的惬意。 该居民
还透露，步道的沿线并无灯光照明，到了晚上，
整条步道光线环境有些暗， 所以到了晚上，他
还是会选择去体育场的跑道上锻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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