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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车保有量的激增令
各地“停车难”的矛盾愈演
愈烈。近日，惠山区推出上
千个错时停车泊位，机关单
位提供空余的停车位，有效
缓解了居民夜间停车难问
题（本报 10 月 27 日 A5 版报
道）。

对于错时共享停车，很
多人持支持态度，说明其有
着广泛的民意基础。作为新
生事物，“白天你停，晚上我
停”的模式看着简单，但执行
过程中需要盘活居民区周边
政府机关、企事业单位的停
车资源，加上使用者的流动
性、不确定性，会带来一系列
新的问题。这对车位供给方
的安全管理能力、参与的积
极性，私家车主的诚信度、责
任心，提出了新的要求，各方
仍需不断试错，不断改进。

共享停车模式增加外来
人员和车辆进入机关企事业
单位的频次，带来一些安全
隐患，夜间把车位拿出来作
为社会共享车位，必定要增
设看守人员、安全防范设备，
相应地增加了管理成本。如
果车位全部免费开放，难免
影响供给方的积极性。酌情
收费，找到收支、安全风险两
者间的平衡点，方能有效推
动他们将车位进行共享的意
愿。同时，明确在共享停车
过程中发生车辆损坏、被盗、
到点不走等问题的责任归
属。各方责任与权利都明确
了，才能在共享过程中减少
摩擦和纠纷。

约束车位使用者也需
要详细的管理机制，包括使
用者哪些行为应该受约束，
不遵守规范的使用者又该
怎么处罚。管理部门已着
手考虑建立黑名单，严禁不
规范停车的车辆进入。能
否再把信用管理引入约束
机制？通过诚信评价体系
进行鼓励、惩罚，在促进和
倒逼两方面同时发挥作用，
防止共享车位被滥用。

此外，实现错时共享停
车还需要用完善的共享平
台解决供需双方信息不对
称的问题。无论是共享单
车还是共享汽车，都是平台
在发挥关键作用，共享停车
位也可借鉴这一思路。相
信办法总比问题多，只要各
方共同努力，停车难的问题
终究会得到缓解。

（薛亮）

本报讯 新安与苏州接壤，深
受苏州望亭一带的乡风民俗影
响。从“村民”到“市民”，一些习俗
也被带进了社区。逢红白事，搭建
木圆堂办流水席一度十分盛行。
从2018年，新安街道大力开展木
圆堂整治以来，多个安置房社区已
经基本取缔这一大操大办、铺张浪
费的办事形式，就近、从简办理红
白事成为主流。

“以前，新安花苑和附近几个
安置房社区的居民，凡是遇到婚
嫁、满月、丧葬等红白事都习惯于
搭木圆堂办酒席，一年能有个数百
场。”新安花苑第二社区书记周晓
东告诉记者，由于社区不比农村，
室内环境有限，木圆堂的搭建也就

自然而然转移到了公共空间。影
响交通和出行安全之余，噪音让其
他居民苦不堪言。“让社区头疼的
是，宴请时人员流动频繁，难以统
一管理，食品安全和用电安全堪
忧，还有宴请后垃圾、油渍等问题
的后续处理常常也是无人管的状
态。”周晓东说。

在老党员陆永仁看来，老一辈
留下来的习俗，好的要保留，坏的也
要去除，特别是像木圆堂这样的流
水席一套流程下来，短则三天长则
半个月，不仅影响居民的日常生活，
还让办事人背上了经济‘包袱’。“人
情世故固然重要，但是也没有必要
如此兴师动众，‘人情味’一旦成了

‘人情债’就本末倒置了”，陆永仁带

头表示，“过几年我八十大寿的时
候，寿面和寿礼照旧，酒席可能都要
省了。”

每逢听闻有人想搭建木圆堂办
红白事，社区工作人员和老党员就
会赶到现场进行监督和劝说，建议
办事人选择就近的社区酒店从简办
理。久而久之，很多居民也都转变
了观念，表示支持和配合。在街道
和社区的支持下，很多从事木园堂
生意的市民也都纷纷完成了转业。
同时，社区也大力举办相关讲座，网
格员挨家挨户上门宣传，展现“人情
味”的新方式已经被大部分人所接
受，市民明显能够感觉到移风易俗
之风正在吹遍新安。

（殷婉婷）

本报讯（晚报记者 陶洁/文、
摄）昨天记者从锡山区民政局了解
到，该区对200户老年人的居家环
境适老化改造以及公办敬老院的适
老化改造正全面推进，按照每家每
户的实际需求上门实施改造计划，
通过增设一键呼叫、感应装置以及
厨卫设施改良更新，大大改善老年
人的居家环境，减少居家风险。

“政府为我们请来了专业装修
队，现在这些装备都到位了，真好
用，终于敢在家走动了！”昨天中午，
在东亭街道隆亭苑小区的一栋高层
住宅内，80周岁的独居老人许月霞
对屋子内新增加的适老化改造设施
表示满意。记者在许阿姨家里看
到，卫生间里先前的浴缸换成了定
制款坐式淋浴器，这是一种镶嵌在
墙体的一体化淋浴设施，有宽大的
可拉合坐具，右手位有可转动的喷
淋，热水器就藏在墙体护板中，原来
紧靠着浴缸的坐便器安装了U型上

翻扶手，随拉随扶，不管是老人如厕
还是洗澡时作为抓手，扎实又轻
便。墙体的另一边加装了一字扶
手。“浴缸洗澡因为经常手无力，爬
进爬出以前摔过，现在可以坐着淋
浴特别舒适。”工程队还为老人的卧
室贴心地安装了无凉感上翻扶手，
方便老人起身时可以借把力。地板
上也加装了防滑地垫，几个小夜灯
贴心地根据光线自动开合，在老人
夜间开门时带来温馨光亮。

在改造中，一系列智能化联网感
应监测类设施助力行动不便的老
人。在锡北镇一户高龄低保户家中
记者看到，适老化改造为居家养老的
老人家中增设了红外线感应预警装
置、门磁感应系统、紧急呼叫按钮和
烟雾报警器、燃气报警器等。即便老
人在家一时因突发不适无法操作某
些按键，系统也会结合后台数据分析
综合判断老人的异常行动轨迹，第一
时间自动连线老人的监护人，减少了

很多子女的后顾之忧。“如果老人一
直不出门，门磁感应系统根据家属设
置的老人常规活动时间就能初步判
断老人是不是突然起不了身，然后发
送预警信息给监护人。”负责现场调
适系统的项目经理告诉记者，这轮智
能化设备是适老化改造中的一揽子
信息集成，尤其是对独居老人或部分
失能老人来说，非常及时。

据了解，锡山区公办敬老院的
改造同样重点针对老人的洗浴安
全、如厕意外发现和处置、坡道增设
缓冲设施和扶手等细节展开，并根
据各家敬老院的实际研判后启动改
造。记者在率先完成改造的鹅湖镇
荡口敬老院走访了解到，公共浴室
内增加了浴霸和助浴设施设备，内
卫浴缸全部改造为淋浴并加装扶
手，卫生间门由原来的内开门换成
了移门或双向门，防止老人如厕意
外时身体堵在门口无法开门而错失
救治最佳时间。

针对老年人普遍起身慢的特点，本轮适老
化改造在老人卧室加装了无凉感上翻扶手和配
套的防滑地垫。

80 周岁的许月霞老人家里，刚刚经历了一
番适老化改造，卫生间换成了不容易滑倒、出水
温和安全的一体化坐式淋浴器。

让老人身边、床边、周边无忧

锡山区200户居民进行适老化改造

错时共享停车
仍需探索

移风易俗下新安的“人情”定义：

红事新办，白事简办

·评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