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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到交通高峰时段，经常有一些车辆，在临

近路口、桥梁匝道强行加塞。本来车辆按顺序

行进，可以提升通行效率。但这种强行加塞行

为，影响了他人正常行车的同时，还容易引发交

通事故，造成更严重的拥堵。 市民程先生

我每天送孩子上学，经过大路口过马路，

有的机动车不但不礼让行人，还和行人抢

行。尤其早高峰时，因为这种情况过马路经

常一个灯时过不去，有时候就被拦截在半路

的安全岛上。 市民苏女士

6月1日8时左右，记者驾车
在西青道青云桥段由东向西方

向行驶，在青云桥向密云路方向匝道口附近，
大量机动车从此处强行加塞并入匝道，加塞
车辆造成匝道口车辆行驶十分缓慢，导致此
处大量压车。一位经常从此经过的司机说：
“这个匝道每天车流量很大，早高峰经常压
车。究其原因，大多是因为有车强行并道，造
成拥堵。因为不互相礼让，强行加塞，此处经
常出现追尾、剐蹭等交通事故，导致整个匝道
交通瘫痪。”

6月1日15时许，记者来到和平区卫津路
与鞍山西道交口，看到此路口正在修建地铁线
路，交通导行也进行了相应调整。记者驾车由
南向北行驶，在接近卫津路与鞍山西道口处等
待直行红灯，一辆707路公共车从左拐道处强
行挤到直行道等待，在左拐道绿灯通行的情况
下，占据着一条左拐道等待直行加塞。直行绿
灯亮起后，这辆公共汽车仗着自己“身长”的优
势强行加塞至直行道，并呼啸而去。同样在该
路口，鞍山西道由西向东方向只有一条右拐道，
经常出现压车，很多急于右拐的车辆在此路口
直行道强行加塞至右拐道。“这种加塞行为，只

是图自己方便，殊不知有多大
的交通安全隐患。如果谁也不
让谁，就很容易出现交通事故，
给更多人带来不便。”司机郑先
生说。

除了驾驶车辆加塞，机动
车路口不礼让行人的情况也
屡见不鲜。苏女士的孙女在
民族中学上学，每天都要从家
穿过西青道送孩子上学。“我
们就是走个斑马线过马路去
学校，可是从中环线右拐西青
道的好多机动车都不愿意让
行，这个行人红绿灯本来灯时
就短，加之机动车不让行，我

们有时候等几个灯时都过不去，其间一直提心
吊胆。”苏女士说。记者采访周边居民得知，一
些司机在有交警时能礼让行人，但没有交警约
束时，就变得“肆无忌惮”。“大家早高峰的时候
都着急，希望都能自觉文明行车，共同维护良
好交通秩序。”张大爷说。
《天津市文明行为促进条例》规定，驾驶车

辆应当遵守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安全、文明
驾驶，在拥堵、缓行路段互相礼让，按顺序通行；
礼让、避让行人。

本报记者 庄媛文并摄

强行加塞并道 汽车与路人抢行

向交通不文明行为说“不”
不文明行为曝光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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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我在东丽区规划一支路以及旁

边的崂山道上看到，路边堆积了多处垃圾，

有的垃圾堆蔓延上百米，其中既有渣土，还

有装修垃圾和生活垃圾，并且混杂着各种

杂物。道路周边弥漫着很大异味，很多蚊

蝇在垃圾堆上飞来飞去。人来人往的马路

不应变成垃圾场，希望有关部门进行清理，

并加强日常监管。 市民何先生

6月4日上午，记者来到
东丽区规划一支路，看到路边

堆积着长约10米的垃圾堆，里面有装修垃圾
及各种杂物。这条路本就不宽，这堆垃圾就
占据了一半路面。记者沿着规划一支路向
南左拐进入崂山道，看到这段崂山道路面坑

坑洼洼。在靠近香兰嘉园小区路段，记者看
到路边堆放了大量生活垃圾和装修垃圾，各
种颜色的塑料袋混杂在一起，苍蝇蚊子在上
面“嗡嗡”乱飞。记者沿着崂山道继续向东
走，发现路两侧有大量工程渣土、碎砖头、碎
瓷砖等杂物，这段路俨然成了一个垃圾场。

6月5日上午，记者就这一情况联系了
东丽区万新街道办，公共管理办公室工作
人员表示，已派人现场实地核查。当日下
午，工作人员回复记者称，记者反馈的点位
确实有人倾倒垃圾。他们近期已经清理
过，但仍然有人不时偷倒。目前，他们已经
将现场的生活垃圾清走，装修垃圾也将于
近期清理。后续，他们会联合其他部门加
强监管。 本报记者 刘波

市民反映东丽区规划一支路及周边道路

马路两侧不应变成垃圾场

5月31日，本报刊发《这些景区景点，
软硬实力均待提升》的相关报道后，引起相
关部门高度重视，他们以这篇报道为切入
点，展开自查自纠，出台一系列措施提升本
市热门景区景点软硬实力。

针对“海河边亲水平台 木质地面破
损难行”问题，南开区城管委公用事业服
务中心派人前往现场进行勘查，对海河游
船古文化街码头岸边平台进行整体排查，
制定修复方案。截至记者发稿时，该中心
已对平台破损木质地板进行了全面修复
和固定。下一步，该中心将对该平台破损
情况进行全面评估，尽快筹措资金，对平
台进行重新修葺。

针对“意风街如厕不便 上公厕要爬楼
梯”问题，意风区资产经营管理有限公司相
关负责人表态，针对意风区内公厕过少问
题，他们计划将于6月底，在街区内的第一
工人文化宫广场上，新建一座6至8个蹲位
的临时公厕，缓解游客如厕难题。另外，针
对现有公厕，他们将增添防滑、无障碍设
施，保障游客如厕安全。

针对“五大道私人租车 违规上路存隐
患”问题，和平区五大道街道办事处表态，
针对相关报道，他们已成立五大道街景区
管理工作领导小组，统筹协调开展景区管
理各项工作。五大道街与区文化和旅游局

联合执法，每天安排执法人员，对重点地区
重点时段进行巡查，对异型车经营者随发
现随劝离。目前，共下达16份责令限期改
正通知书，口头告知32次，专项集中清理2
次，依法暂扣四轮异形车30余辆，规劝20
余次。下一步，五大道街、五大道管委会、
交警和平支队、区文化和旅游局、区城管委
等部门将进一步协同联动，通过多部门各
司其职，形成齐抓共管的工作格局，发现问
题及时处理，切实巩固治理成果。特别是
对异形车、三轮车经营者乱讲解行为进行
制止并依法依规进行处理。同时，疏堵结
合，加强导游队伍建设，规范讲解内容，提
高导游品质和服务质量，共同推动五大道
旅游区管理成效提升，维护天津旅游形象。

本报5月31日刊登题为《不文明行为
曝光台——休闲广场舞 扰民要不得》的报
道后，引起南开区及红桥区相关部门高度
重视。两区联合行动，发挥“街道吹哨、部
门报道”机制作用，相关街道联合属地派出
所、生态环境部门，经调研走访、多方配合，
对群众进行宣传教育。广场舞爱好者表示
理解并积极配合，承诺将降低音量、控制时
间，文明健身。经过一周多的治理，报道中
所涉广场舞的噪音影响已消除。周边居民
表示，困扰许久的难题终于得到了解决。

本报记者 胡智伟 庄媛

本报报道引起相关部门重视

多个市民关注问题得到解决

编辑同志：

目前天津仅剩一家家乐福门店

营业，内部大部分营业区域关闭，货

架货品严重短缺，已经无法满足消费

者的超市购物需求。我手上有3500

元的购物卡没有使用，想要退卡却遭

到拒绝。前段时间我通过12345热

线投诉家乐福购物卡无法退卡的问

题，得到商务部门回复，让我与河东

家乐福联系，但是通过拨打热线得知

目前不能退卡，理由是没有相关政策

支持。 市民陈先生

6月5日上午，记
者拨打了家乐福客服

热线，向客服人员反映了陈先生的问

题，对方说，只要有一家店营业就不
会退卡，天津还有家乐福河东店营
业，所以不具备退卡条件。除了指定
产品外，都可以用购物卡结算。

记者从百度地图搜索“家乐福”，
结果显示海光寺店、白堤路店、河北
店、金山道店、梨双公路店均已关闭，
只有河东店正常营业。当天下午，记
者来到家乐福河东店，只见超市里顾
客寥寥，货架上货品不全，很多货架
空空如也。记者向结账口工作人员
咨询能否退购物卡？工作人员说，退
不了，并指着一则通知说使用购物卡
政策有变。通知上写着“接苏宁易购
集团通知，自2023年6月2日起，购
物卡使用变更如下，您使用购物卡金
额为单张小票的20%，封顶为 500
元。例如小票金额为100元，购物卡
只能使用20元。”

为此，陈先生提出质疑，家乐福
门店正在陆续关停，唯一一家经营中
的门店也一片颓势，已经无法满足消
费者的购物需求。这种情形之下，为
什么不能退卡呢？如果某天此门店
也关停，预付卡内余额又该怎么处理
呢？记者将持续关注此事。

本报记者 狄慧文并摄

本市家乐福超市仅剩一家门店

货架空荡荡，退购物卡遭拒

编辑同志：

我是河北区开城里的居民，小区位于

革新道的北1门在疫情时因管控关闭，但

至今仍然没有打开。老小区内部道路本就

不宽，北1门作为小区大门之一，也是重要

的消防通道，长时间的关闭，导致大门两侧

经常停靠车辆，小区业主出行不便的同时，

也存在安全隐患。 市民王先生

6月4日下午，记者驱车
来到河北区开城里小区，在

革新道上找到了北1门，只见黄色的铁栅
栏门大门紧闭。记者在现场观察了一会儿
发现，有居民从侧边走出，原来旁边的黑色
铁栅栏被人为锯开了一个豁口，行人、电动
车和自行车可以勉强通过。记者向多位居
民核实后得知，北1门是在疫情发生后封
闭的，至今就再没打开过。一位刚从豁口
出来的男士说，小区现在只有增产道上那

一个正门可以进出汽车，因为对面是七十
八中学，一到早晚高峰门口就特别拥堵，如
果这个门打开会缓解不少出行压力。但
是，居民们多次反映此事，都没有解决问
题。这位男士认为老旧小区只有一个门进
出车辆，一旦发生火情，后果难料。

6月5日上午，记者联系了河北区王串
场街开城里居委会，工作人员记录问题后
说，稍后会有相关人员给记者回电。不一
会，一位自称开城里小区物业公司经理的
男士联系记者说，该小区是始建于上世纪
五十年代的老小区，八成以上住户是外来
人口，疫情期间为了方便管理就把北1门
给封上了，由于小区内居民意见不一，所以
迟迟还没打开。至于缓解通行压力的问
题，他们将于近期把增产道上另外一个门
打开，方便居民通行。

本报记者 狄慧

大门关闭如今为何还不开？
河北区开城里物业公司解释原因

记者调查

记者调查

记者调查

编辑同志：

2020年12月《天津市生活垃圾管理条

例》开始实施，条例实施初期，本市掀起了

垃圾分类热潮。两年多过去了，我们发现

本市垃圾分类还处在“看上去很美”的状

态。一些小区配备的垃圾分类设施闲置

着，一些虽仍在使用，但并没有进行分类投

放管理。即使有分类投放，垃圾收走时，仍

然进行混运。如此分类还有意义吗？垃圾

分类何时才能真正落地呢？

市民刘先生 苏女士 赵女士

居民垃圾混投
分类设施闲置

针对市民反映的垃圾混投问题，记者
走访了本市多个居民小区。5月28日17时
左右，记者来到河西区安德公寓看到，小区
内几乎每个楼门前都摆放有三个颜色不同
的分类垃圾桶，蓝色的是可回收垃圾桶、黑
色的是其他垃圾桶、绿色的是厨余垃圾
桶。但大部分楼门前只有一个垃圾桶是打
开的，其他都是闭合状态。记者进一步观
察，发现居民大都提着一整袋垃圾下楼，然
后将垃圾直接投入打开的垃圾桶内。记者
随机采访几位小区居民得知，大家都是这
样扔垃圾的，很少会分类投放。

5月29日17时30分许，记者来到河东
区祥瑞家园小区，该小区随处可见垃圾分
类投放的宣传画。在小区大门口不远处，
设置了一个太阳能垃圾分类设施，由可回
收物、其他垃圾、厨余垃圾、有害垃圾桶组
成，但该设施的所有垃圾投放口都被塑料
胶带封住了，上面布满了厚厚的尘土，看上
去已经许久未使用了。在小区内，还设置
了一个崭新的垃圾分类箱房，设置有其他
垃圾、厨余垃圾、可回收物、有害垃圾四个
窗口，箱房侧面还有洗手池，但箱房的所有
窗口都无法推开。一位居民对记者说，这
些垃圾分类设施很久都没有使用了，一直
闲置。日常居民倾倒垃圾，都是往蓝色的
垃圾桶内混投。

与祥瑞家园情况类似，河东区清霖园
小区内，每个楼栋口都设置有生活垃圾分
类箱房，而且仍在使用中。每个箱房由两
个其他垃圾投放口和两个厨余垃圾投放口
组成。记者在小区内观察发现，居民投放

垃圾同样是一整袋垃圾
进行混投，并没有将垃圾
分拣投放。

清运混装垃圾
处理“殊途同归”
市民混投垃圾现象

普遍，而每天清运垃圾的
工作人员们，似乎也缺乏
垃圾分类的意识。不同
分类垃圾桶内的垃圾最
后“殊途同归”，收集垃圾
时都被混在了一起运走。

5月 30日 6时 30分
左右，记者来到红桥区龙
悦花园8号楼前，这里同
样摆放有“黑、蓝、绿”三
色分类垃圾桶。当时，三个垃圾桶都处于
满溢状态。半小时后，一辆印有“玉禾田”
和“其他垃圾收运车”字样的小型垃圾车驶
到8号楼前停下。司机下车小跑到垃圾桶
旁，将垃圾桶拖拽到车旁，然后利用自动升
降装置升起垃圾桶，很快桶内垃圾就被一
股脑地倒入垃圾车内，如此循环三次后，司
机跳上车继续开车前行。记者走近观察，
发现所有垃圾都混装在了一起。

6月2日8时26分，记者又来到河北区
胜利路隆新里小区外，正好遇到一辆印有
“光复道街”“保洁车”等字样的电动三轮车
驶入小区清运垃圾。整个清运垃圾的过程
与记者之前所见流程类似，只不过这辆三
轮车厢门大开，可以很清楚看见垃圾被混
倒在一起。因为容量有限，清运人员时不
时还得用耙子整理垃圾，以免垃圾因“冒
尖”洒落。记者和清运人员简单聊了两句，

对方说，居民都不分类，他们也没法分。
跟着清运人员，记者来到了位于金纬

立交桥下的金纬路垃圾转运站，一车一车
的垃圾正被倒入大型垃圾箱中进行压缩，
而工作人员只是将个别塑料瓶捡出来扔在
一旁。工作人员称，他们不负责垃圾分类，
也没办法分类。

离开金纬路垃圾转运站，记者来到不
远处的东河沿垃圾转运站，这里的情况与
金纬路垃圾转运站类似。工作人员同样只
会将塑料瓶、硬纸夹子等固定类别的垃圾
分拣出来，其他垃圾通通倒入大型垃圾箱
中。类似的“混运”“混收”，记者在河西区
的九龙路生活固体废弃物收集站，以及河
东区常州道垃圾转运站中也都看到了。

河东区常州道垃圾转运站的工作人员
说：“没什么可分的，值钱的都被那些‘捡垃
圾’的择走了。”记者与其攀谈后得知，其实

目前垃圾转运站每天接收的垃圾，绝大部
分都是居民的厨余垃圾，河东区是有专门
收厨余垃圾的公司，但这家公司只收区内
餐饮企业的厨余垃圾。

记者随后在卫昆桥下，找到河东区专
收厨余垃圾那家公司的一个垃圾转运点。
工作人员表述他们确实只收餐饮企业厨余
垃圾，但那些所谓的“厨余垃圾”里也是什
么都有，他们没能力进行重新分类，最后都
是装车运走。

推进垃圾分类
谱好“三部曲”

宣传随处见，效果却不尽如人意，本市
垃圾分类该何去何从？天津市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市委党校基地研
究员赵静静表示，垃圾分类是关系民生的
大事，要谱好“三部曲”，助力垃圾分类走进
“寻常百姓家”，让垃圾分类成为低碳生活
新时尚。

首先，要将垃圾分类工作作为基层治
理的一项重要工作来抓，调动各方面的力
量，推动公共服务、社会管理资源下沉到社
区，不断提高垃圾分类的精细化管理水
平。相关部门和单位全力做好服务指导监
督工作，一方面通过线上平台推动垃圾分
类智能监督系统覆盖，线下出台月、周督查
反馈机制，随时发现问题并督促落实整改；
另一方面不断推进垃圾分类的投放、收集、
运输、处理等技术发展，逐步提升生活垃圾
收运车辆装备、中转设施、资源化利用设
施、末端处置设施的技术升级和推广应用，
积极响应各区吹哨报到，形成工作合力，使
垃圾分类工作扎实推进。

其次，发挥志愿服务作用。一方面将

垃圾分类工作纳入各类文明创建工作中，
逐步加大垃圾分类工作实效在文明创建考
核中的比重。通过提高垃圾分类在文明创
建考核中的比重，以提高各区、各单位、各
部门对垃圾分类工作的重视，提高垃圾分
类方面志愿团队的建设和作用发挥。另一
方面鼓励各区、各街道、各社区成立垃圾分
类志愿服务队，积极邀请党员干部和退休
同志加入，通过对志愿服务队的先教先学
形成“先行示范”。发挥党员志愿者的先锋
模范作用，带领小区热心居民开展垃圾分
类点位值守志愿活动、分类宣传志愿活动、
日常监督志愿活动等。

最后，全民齐动员，提升垃圾分类意
识。做好垃圾分类工作关键在于全民践
行，通过专题讲座、入户宣传、海报等向群
众宣传讲解。邀请专业人士到社区做垃圾
分类工作推进讲解，为推进垃圾分类工作
打下坚实的思想基础。同时，通过居民之
间、亲子之间、家庭之间的互相宣传，不断
提升居民对垃圾分类的知晓度、认同度、参
与度。如在小区内设置宣传点开展趣味游
戏，将垃圾分类知识与飞行棋、有奖投篮、
废旧置换等游戏相结合，在寓教于乐中让
大朋友、小朋友们都能了解到“垃圾分类，
绿色文明”的观念，养成垃圾分类投放的好
习惯。营造人人参与、人人尽责、人人监督
的浓厚氛围，推动垃圾分类成为低碳生活
新时尚。

《天津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施行两年多，本市一些地方落实执行仍存问题——

垃圾分类难落地，究竟卡在了哪儿？
本报记者 庄媛 胡智伟文并摄

记者调查

市民姜女士反映，河东区红星路与

晨阳道交口绿地上，有七根管道堆放数

月，占压绿地，有碍市容。

本报记者 刘波 通讯员 孙岩浩 文并摄

管道堆压绿地上

市民刘女士反映，西青区环岛西路

与涵波道交口附近，一面大型交通指路

牌上“江湾路”下面的字母拼写出现错

误，少了一个“n”。

本报记者 庄媛文并摄

指路牌内容有误

河东区八纬路龙湖冠寓底商旁，一

交通指示牌字迹模糊，内容难以辨识，希

望相关部门尽快处理。

本报记者 胡智伟 通讯员 靳书华文并摄

交通指示牌字迹模糊

市民刘女士反映，红桥区红桥北大

街西侧一所学校门前，一段人行道出现

塌陷，上面的地砖缺失，有碍通行。

本报记者 狄慧文并摄

人行道塌陷缺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