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见习记者 王葳然

“人行道本来就很窄， 各种非机动车把人行道占满， 还压着盲道。”

“一到周末， 商场门口全都是共享单车， 影响消费体验。”

“餐饮店铺集中， 商场又很大， 每次来环宇城这边送餐都让我感到头疼。”

位于普陀区铜川路 699 弄 1 号的真如环宇城 Max（以下简称“环宇城”） 于 2023 年 12

月正式开门迎客。 它是当年上海新开最大体量的商场， 同时， 中心城区唯一一家山姆超市离

这座商场也仅有一条马路之隔。

这座商场自开业以来便成了铜川路的新地标， 也为属地增添了“人气”， 而随着多元业态

相继而来的便是社会治理的新挑战： 外卖小哥没有方便取餐的临时停车区， 每次取餐都要绕

路； 商场员工没有专门的停车区域， 只能停在路边； 共享单车不规范停放， 导致占用人行道

空间……为充分听取各方需求， 4 月 20 日， 一场关于商圈周边非机动车停放管理的大讨论活

动由此展开。

周末傍晚时分，非机动

车堆停在斑马线上

就在大讨论活动开展的前

一天，环宇城 2 号门外，一位市

民因非机动车停放问题与保安

发生冲突，甚至报了警。当时是

傍晚六点半， 该市民到商场 2

号门处停放非机动车， 但保安

称该处已停满，两人产生纠纷。

民警到场后， 电话联系报警市

民，其却称已经离开现场。

“这样的情况确实是第一

次发生， 也比较意外。” 石泉

路街道城管部门代表告诉记

者， 当天下午三时许， 相关工

作群内曾出现一次预警， “当

时， 我们一方面要求工作人员

把停放不规范的非机动车有序

停放， 同时通知了三家共享单

车企业， 包括速通达等第三方

进行快速清运， 腾出更多区域

给其他市民或外卖车辆。”

可到了傍晚， 还是出现了

停车区域供不应求的情况。“有

些（市民）感觉人行道上停不下

了，就停在路口。只要有一辆停

在斑马线上，其他车就会跟风，

这就是‘破窗效应’。 ”

随后， 城管部门立即通知

共享单车企业对商场周边进行

了第二轮清理，并在 50 分钟内

完成了所有共享单车的清运。

这种现象为何会出现？ 是

共享单车投放量过度？ 还是清

运不及时？ 又或是市民不文明

的行为？ 普陀区城管执法局执

法协调科科长成俊伟认为， 这

是由多种因素叠加造成的。

“首先， 根据 《上海市环

境卫生责任区管理办法》 规

定， 环宇城作为主体方， 其经

营场所外延至人行道的范围是

其卫生责任区管理范围； 第

二， 共享单车运营企业根据

《上海市非机动车安全管理条

例》 规定， 对于未及时清运的

违规停放共享单车， 应负有主

体责任。” 成俊伟说， “第三

就是我们的市民朋友的责任

了。 市民要文明骑行， 当我们

看到该停车区域已经没有停放

空间时， 可以换一个停车区域

停放， 然后步行至目的地。 所

以各方都要负起责任。”

活动上， 普陀区交管中心

副主任袁梦溪作出回应：“我们

已委托了专业的设计单位，将

在听取建议意见的基础上，对

环宇城周边区域进行整体优

化，合理划设禁停区、外卖小哥

停放区、 共享单车专区和社会

车辆停放区，并尽快落实。 ”

外卖小哥取餐急，员工

停车多，如何调和？

“环宇城是我负责送餐的

区域， 每次来送餐都让我感到

很头疼。” 结合自己平日工作

经验， 饿了么外卖小哥张文强

告诉记者， 平日里商场 4 号门

外的停车区基本上是停满的，

自己只能将车子停放在真华南

路， 目前的停车区域难以解决

他们的停车需求， “还是建议

在允许范围之内， 扩大停放区

域给外卖小哥。”

“我们这个工作的一个特

点就是有时间限制， 取餐要快

才能节省出送餐的时间。” 另

一位饿了么外卖小哥车振宇

负责环宇城区域取 送餐 ，

“因为相比商场员工一停就要

停一天来说， 我们的流动性

比较大， 每次停放时间也不

是很长， 我建议在环宇城 2

号门附近、 南郑路北侧新增

外卖专用非机动停车位， 这

样我们取餐也快。”

记者了解到， 商场目前尚

无地下非机动车停车位， 员工

的非机动车只能停在马路边，

同时还有外卖车辆、 共享单

车、 居民私人车辆等非机动

车。 此前， 商场员工入口在真

华南路和曹杨路各设有一个，

在有关部门与商场物业方协调

之后， 商场目前仅保留真华南

路作为员工入口， 而曹杨路则

供市民停车和共享单车使用。

但这也导致真华南路的停车压

力加剧， 外卖小哥与商场员工

这两大群体的停车需求亟需调

和之策。

“我们正在考虑， 从真华

南路往南郑路方向， 在山姆超

市的绿化带外有四五排停车位

的区域， 探索是否能挖掘更多

停车潜力。”

前期， 城管部门已对南郑

路进行了走访。 “这里有个边

角空间， 可容纳 100 多辆电动

车同时停放。 周边也有货梯，

墙面可以张贴引导外卖骑手快

速取餐的指示牌， 我们建议这

里可供外卖骑手专用。”

非机动车停放占用盲

道，治标也要治本

“我是一名周边居民， 平

时比较关注无障碍设施， 我发

现非机动车在停放时总是会压

到盲道， 这里能不能设置为禁

停？” 居民崔女士提出了自己的

疑问。

“真华南路的人行道区域很

窄， 我要保证车头不掉下去的

情况下， 尾箱一定是会压到盲

道的。” 商场一名员工代表也说

出了自己的感受。

现场， 一名专门做电动自

行车领域测评的自媒体博主

“上海糟卤” 提出一个建议， 引

起了大家的注意。 “占用盲道

这种现象我在其他商场门口也

看到过， 感觉非机动车停放空

间的设计有点不合理。”

“国家现行的电动自行车轴

距标准是不超过 1.25 米， 所以

整个车从前轮最前端到后轮最

末端大概是 1.7 米到 1.8 米， 如

果再装了尾箱可能就是 1.9 米到

2 米。 为什么会占用盲道？ 因为

在设计人行道时， 并没有完全

考虑到车本身长度的问题。”

“上海糟卤” 提到。

在不确定绿化带区域是否

能够移动的情况下， 他认为，

设置斜停能够一定程度上改善

占用盲道的现象： “斜停的利

用率会更高， 环宇城门口是不

是也可以在非机动车停车区画

上斜停的白线， 引导大家不要

占用盲道。”

“而且我觉得真华南路这里

有一部分绿化带真的是没什么

用。” 有的市民则认为可以拆除

或移动部分绿化区， 进一步释

放停车空间， “我是从事大型

赛事运营的， 大型赛事有大量

人流的引流及疏散要求， 也就

是说要有足够的空间来设计人

流动线， 非机动车停放也是一

样的道理。”

这位居民通过观察发现，

曹杨路上的人行道比较宽阔，

非机动车可以靠人行道两边停

放。 “到了真华南路这边， 有

一个几十厘米宽的花坛， 商场

物业为了保护这个花坛， 还用

了隔离措施把花坛围起来， 但

同时也降低了空间利用率， 而

且增加了管理成本。” 她建议，

绿化区域和停车区域在规划时

应充分考虑空间利用， 必要时

可对绿化带进行拆除或移动。

“今天大家的建议我们都已

逐一记录， 包括南郑路 2 号门口

外卖小哥停车专区， 还有真华

南路过南郑路路口能否设置员

工专用停车位， 会后我们会对

这些建议进行分类汇总， 转交

相关职能部门。” 作为本次活动

的主办方之一， 普陀区人民建

议征集办公室、 信访办副主任

廖春燕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

“后续我们会继续推进， 争取让

大家的事‘事事有回音， 件件

有着落’。”

当前， 我们都在讲的一个词叫 “社会治理现代化”， 那么 “现代化” 应该怎么理解呢？

首先， “现代化” 代表着一个社会的成熟， 比如我们的 “12345” 热线， 这个平台最大的

意义是给各个利益相关方一个表达的机会， 让他们的声音被听到。

同时， 对于管理部门而言， “现代化” 其实是一个行动机制的问题， 就是如何落实各方的

主体责任， 之后在划分专用停车区的同时， 要绑定职责、 履行职责。 另外， 属地街道应协调各

方， 在解决问题的优先次序上达成共识。

最后就是如何做好推广， 好的机制要让大家知道， 比如商场通过推送来提醒各方， 维护有

序的停放秩序。

（闫加伟 曾任团市委青年志愿者工作部部长、 青年社会组织工作部部长等职， 现为奉贤

区第六届政协委员、 上海社邻家社区治理研究院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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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骑围城！ 破解非机动车堆停之困
在一场“金点子”大讨论中寻找市民的“真知灼见”

▲图为市民代表举手发言

!"

荩图为饿了么骑手张文强提出建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