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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3月底，新八大里过黑牛城道地下

通道正式启用。虽然只启用了一部分，但

却给周边居民带来很大便利。不过，最近

我发现了一个问题，地下通道内的垃圾箱

处于满溢状态，且无人清理，问题已经持续

近半个月了。这是一项重要的便民工程，

希望相关部门能够给予关注。 市民赵先生

6月2日14时，记者进入
该地下通道看到，这里的设

施很新，出入口两侧还设有电梯，来往市民
不少。在电梯旁及通道中，记者看到了5
个垃圾箱，其中都装满了垃圾，而垃圾箱箱
体上及垃圾箱周围也堆放着不少垃圾，垃
圾箱周边的地面上污浊不堪。

随后，记者找到地下监控室的工作人
员询问，对方表示不清楚通道中的扫保工
作由哪个单位负责。记者现场联系了河西
区住建委，工作人员查询后称，建议记者向
区城管部门咨询。

记者联系到河西区城管委，相关工作
人员表示，通道的扫保工作理论上应由他
们负责，但目前他们和通道建设单位在移
交问题上还存在一些争议。既然市民有
反映，他们可以先进行一次清理，后续他
们会和通道建设单位捋清移交事宜后，上
手接管。

6月12日，赵先生向记者反馈称，垃圾
箱确实清理了，不过通道的地面依然很脏。

本报记者 胡智伟文并摄

地下通道倍儿好 垃圾箱倍儿脏！
河西区城管委称捋清移交事宜后接管

编辑同志：

在河西区大沽南路博岸名邸小区外的

绿地上，有一座早已修建好的公厕，外观新

颖，颜值很高。但不知为何至今大门紧锁，

建成三四年迟迟没有投入使用。

市民刘先生

6月9日上午，记者来到
河西区大沽南路博岸名邸

小区附近，在小区与海津大桥之间的绿地
内，有一个坡形屋顶的房子，整体造型新颖
别致，大门上方悬挂着“公共厕所”的牌
子。记者透过玻璃窗向内看，只见里面的
设施比较齐全。记者绕到公厕后身，看到
墙根处有不少便溺痕迹。后墙上有一块铭
牌，上面显示：这个公厕名为博岸名邸界外
公厕，建设单位为天津天房丽山置业有限
公司。

记者针对这一情况联系了河西区城管
委，一设备科工作人员告诉记者，他们还没
有接收这个公厕。这个公厕的主体和内部
设施已经做好了，但上下水还没有接通，所
以无法使用。他们也一直在和建设单位联
系，但因建设单位的一些实际情况，这个公
厕的投放使用就被搁置了下来。下一步，
他们会继续推动，争取早日投入使用。

本报记者 刘波文并摄

河西区博岸名邸小区外绿地上

公厕建好，为何迟迟不启用？

编辑同志：

河西区西南楼公园周边老旧小区众多，

是这些小区居民健身活动的重要场所，然而

公园内夜间照明灯却不亮。正值夏季，很多

居民晚间会到公园消夏乘凉，特别是一些孩

子和老人，可公园内漆黑一片，给大家的休

闲纳凉带来极大不便。

公园周边居民反映

6月7日20时40分，记者
来到位于河西区黄埔南路的

西南楼公园。记者走进公园看到，公园面积
不小，但仅有大门口的公厕内有照明，园内
则漆黑一片。在靠近公园大门处的一个凉

亭内，不少家长正带着孩子在乘凉、玩耍。
一位家长告诉记者，公园内只有这个凉亭还
能借助马路的灯光照点儿亮，再往里面走，
连人脸都看不清，根本没办法活动。

随后，记者继续往公园深处走去，越深
入公园内部，照明就越差，几乎看不清内部
设施，地面有树枝等杂物也看不清楚。记者
看到，除了公园的白色圆球形路灯不亮，一
条通道两侧排列的近十盏立柱式景观灯也
都不亮。穿过这条通道，有一片休闲广场，
遍布着休闲座椅，几位中老年人正坐在座椅
上纳凉。由于能见度太低，记者距离五六米
就已看不清人。一位居住在旁边小区的居
民说，公园的灯不亮已经很久了，以前还有
点儿照明，最近完全没有了，大家健身设施
都不敢用，担心有安全隐患。

记者将问题反映给河西区城管委，公用
管理中心绿化一所的负责人回复记者说，该
公园路灯因为年代久远，地下线缆已经完全
损坏。去年海绵城市项目对公园进行了提
升改造，但不包括公园的路灯修复。经多方
论证，重新铺设线缆对公园地面会造成影
响，他们计划在公园内安装太阳能灯，满足
居民夜间的休闲需求。会尽快申请资金，待
项目审批通过后进行安装。

本报记者 庄媛文并摄

河西区西南楼公园内

有灯不亮，市民晚间摸黑游园

编辑同志：

天津南站不仅是一个重要交通枢纽，

还是一个大型的居住片区。住在南站周边

的居民很多都在市区工作，往往需要先骑

车至南站，再乘坐地铁出行。目前，天津南

站地区没有一个正式的非机动车停车场可

供市民使用。现有的一个非机动车停车区

域，是在一块林地内，路面没有硬化，晴天

尘土飞扬，下雨泥泞不堪。而且从这个停

车区域骑车出来，去往居住区方向需要绕

一大圈儿，否则就只能逆行，非常不便。据

我们了解，现有的非机动车停车区域是自

发形成的，并不正规，存在安全隐患。希望

南站地区能建设一个正规的非机动车停车

场，满足群众的实际出行需求。

市民乔女士

自发非机动车停车区域
千辆车停放 无安全措施

6月6日上午，记者来到天津南站地
区看到，在东广场南侧汇贤道一侧，便道
上安装了围栏，从围栏处的出入口进去，
就是乔女士反映的那个非机动车停车区
域。记者留意到，在两侧出入口的围栏
上，各挂着一块警方提示牌，内容为：该地
点非存放处，电动车、自行车被盗高发区，
请一定注意防范。

出入口附近被上百辆电动自行车堵
住。这些车一辆挨着一辆，紧紧贴在一
起。记者挤进去后，发现这片停车区域是
一片林地，正好位于高铁高架轨道和地铁
高架轨道之间，宽百余米，长两三百米。记
者在现场粗略数了一下，有上千辆非机动
车一排一排地停放在此，其中大部分是电
动自行车。

记者在停车区域东侧发现了几个电动
汽车的充电桩，明显已经废弃了。整个停
车区域的地面是裸露的土地，随处可见被
雨水冲刷过的痕迹，以及车轮辗轧后留下
的车辙。

居民出行需求大
企盼正规停车场

记者围着天津南站地区转了一圈儿，
发现除了这处自发形成的非机动车停车区
域，并没有其他的非机动车正规存放处。

反映人乔女士在现场告诉记者，她每
天早上从家里骑电动自行车到南站，把车
停放在这里后，再乘坐地铁去市区上班。
“我们这里是西青区张家窝镇，南站的地铁
是附近居民的主要出行工具。由于最后一
公里的实际情况，很多人都会从小区骑电
动自行车或者自行车到南站转乘地铁。”乔
女士说，现在最困扰大家的就是没有正规
停车场所。“马上就进入雨季了，赶上下雨
这里面就变成一片烂泥塘，车推进去，不仅
人踩一脚泥，车轮里也都卷满了泥。而且
车辆还存在着丢失的风险。”

刚下地铁的孙先生正在挤作一团的电
动自行车中，费力地推出自己的车。他告

诉记者，以前这片区域是有地砖的。大概
在2020年夏天，地砖全被拆除，土地裸露
中车在路面停一天，就会积一层厚厚的土，
下雨时道路更是泥泞，无处下脚。“最近一
两年，我们一直反映这个问题，但得到的回
复是这块区域是周边群众自发形成的停车
区域，属于治理范围，不能用作停车场使
用。”孙先生无奈地说：“把车存在这里，离
高铁轨道和地铁轨道都非常近，出了停车
场还要走一段逆行，也存在丢车的风险。
我们也知道这样不安全，但即便这样，我们
也得停在这里，南站地区没有其他合适的
存车处。我们迫切希望有关部门能充分考
虑群众出行需求，尽早规划建设一个正规

的非机动车停车场。”

张家窝镇政府作出回应
进行协调将选址重建

记者来到天津南站站区办，一位综合
科的工作人员说，据他们了解，现有自发形
成的非机动车停车区域是农业用地，不能
用作建设停车场。而且按照天津南站地区
的规划设计，受场地所限，南站站区办管辖
区域内不具备设置非机动车停车场的条
件，所以才没设置正式的非机动车停车
场。自发形成的非机动车停车区域属于张
家窝镇，对方建议记者向张家窝镇了解详
细情况。

针对此问题，张家窝镇政府回复记者
称，为了缓解天津南站地区地铁站前非
机动车乱停乱放的情况，有关部门在此
处设立了一个非机动车停车场，地面也
进行了硬化。但在2019年土地规划巡视
时，发现这块区域的土地性质为农业用
地，而且不知为何，在南站地区建设时并
没有把这块区域纳入征收范围。此外，
现有的这个自发形成的非机动车停车区
域，紧邻高铁轨道和地铁轨道。按照国
家土地相关管理规定，以及天津南站高
铁、地铁周边相关治理要求，在2020年已
经将之前硬化的地砖拆除，不再用作非
机动车停车场使用。

虽然路面硬化部分被拆除，但附近居
民并没有其他停放非机动车的地方，仍然
每天把电动自行车和自行车停放在这里。
张家窝镇政府工作人员表示，如果彻底取
缔，会引发群众不满。但如果在原址进行
改造，继续硬化，安装存车棚、电动自行车
充电桩，又不符合规定，无法获得规划审
批，距离高铁、地铁过近也存在着安全隐
患。考虑到居民的实际出行需求，张家窝
镇政府已积极与相关部门进行沟通协调，
准备在南站附近寻找合适的点位，重新规
划、建设一个正规的非机动车停车场，方便
群众停车需要。

近日，有市民向本报反映，天津南站周边不少居民骑车出行转乘地铁，但该区域无正式非机动车停
车场，自发停车区域属于治理范围——

非机动车停车场 请别一撤了之
本报记者 刘波文并摄

编辑同志：

南开区长江道是一条贯穿南开区东西

方向的主要交通干道，津河上的长江道桥是

不少车辆的必经之路。最近我发现，有关部

门在桥梁的东西两端各竖立了一面限重标

志牌，牌面上红色圆形图案中标明的内容为

“2t”，即限制2吨以上车辆行驶。据我了解，

一辆普通的公交车重量都在两吨以上，这条

道路上有多条线路公交车经过，是否存在超

载通过的情况。 市民刘先生

6月12日，记者来到南
开区长江道桥，看到了刘先

生反映的限重标志牌。长江道桥位于中环
线，车流量很大，不时有公交车通过。如果
按照桥头设立的“2t”限重标志牌规定，确
实涉嫌超载。

随后，记者将这一问题反映给市城市
道路桥梁管理事务中心，设施管理科工作
人员核实后回复称，长江道桥“2t”限载牌
没有问题。这位工作人员进一步解释道，
市城市道路桥梁管理事务中心去年对本市
现有桥梁的吨位重新进行核实，发现了部
分桥梁不符合现行设计规范，其中就包括
长江道桥。长江道桥建成时间较早，是箱
涵结构，承载能力有限，该中心于去年11
月对其限载牌重新进行调整，由原来的18
吨改成了2吨。至于超载的问题，市城市
道路桥梁管理事务中心将会同相关部门对
长江道桥的通行能力进行调整。

本报记者 狄慧文并摄

长江道桥限重2吨，公交车无视通行
市城市道路桥梁管理事务中心作出回应

市民高先生反映，河西区内江北路

上，路边一个长方形雨水井内淤泥堵塞，

生长的杂草也影响排水。

本报记者 刘波 通讯员 刘学强文并摄

淤泥堵塞雨水井

市民高女士反映，河东区大直沽八

号路与八纬路交口，部分人行道出现塌

陷，地砖缺失，影响通行。

本报记者 庄媛文并摄

人行道地砖缺失

市民王先生反映，光华桥至国泰桥

间海河东侧岸边，多组休闲方凳老旧破

损，其中一些凳面木板缺失，铁钉裸露在

外，存在安全隐患。

本报记者 胡智伟 通讯员 靳书华文并摄

休闲方凳露铁钉

市民孙女士反映，南开区灵隐道口

腔医院一侧的人行道上，三幅公益宣传

画脱落损坏，有碍市容观瞻。

本报记者 狄慧文并摄

公益宣传画脱落

编辑同志：

本市正在推行“争做文明有礼天津人”

活动，其中就倡导“红灯我不闯”。但我在

日常出行时发现，有些行人和骑车人为了

图一时方便，对红绿灯、斑马线等设施视若

无睹。部分路段乱穿马路的行为时有发

生，不仅给车辆正常通行带来安全隐患，还

损害了城市文明形象。

市民孙先生

6月12日7时42分，记
者来到长江道与南丰路交

口。时值早高峰，大量家长正在送孩子入
校。当时，这个路口东西向为红灯，南北向
为左转绿灯。由于左转车辆不是很多，出
现了7至8秒的“空窗期”。几位本应该领
着孩子等红灯的家长开始步行闯灯。当他
们走到路口中央时，记者看到东西向的红
灯至少还有10秒才会变色。看着前面有
人闯灯没事，而且路口过往车辆不是很多，
不少家长便也领着孩子开始闯灯，很快便
形成一小股人流。家长和孩子们是少等了

几秒红灯，但却阻断本应正常左转和右转
的机动车车流，导致一些机动车不得不再
等一个信号灯时。有些机动车司机可能也
是急着送孩子，硬从正在闯红灯的人流中
穿行，看上去十分危险。记者在现场观察
了15分钟，类似情况不断重复。

8时15分，记者来到卫津路天津大学
正门处。每次东西向红灯亮起，都有行人
和非机动车趁着南北向放行左转机动车时
闯红灯。经常导致正常机动车无法调头，

进而形成交通堵点。
《天津市文明行为促进条例》第五十九

条规定，行人、非机动车驾驶人闯红灯的，
由公安交通管理部门处五十元罚款。交通
文明是城市的重要文明标志，行人和非机
动车闯红灯看似事小，但这种行为不仅威
胁自己和他人的人身安全，也和“争做文明
有礼天津人”活动中倡导的“红灯我不闯”
不相符。

本报记者 胡智伟文并摄

个别行人骑车人闯红灯随意横穿马路

这些交通陋习该改改了
不文明行为曝光台

景观灯不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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