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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区紧邻快速路 噪声扰民

部分医疗机构收费方式单一 数字化服务休息日“降级”

看病只收现金 患者难言满意

记者眼中的城市窗口系列报道⑦

礼让斑马线 做得怎么样

王串场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自助挂号机关闭。

■ 本报记者 赵煜

2023年1月到10月，天津市交管部门
共查处机动车不礼让行人的违法行为
4000余起。据了解，我市自2018年起在全
市范围内开展机动车不礼让行人违法整
治工作，将近6年时间过去，仍有机动车在
斑马线前违法抢行。

现场：

机动车不礼让行人时有发生

11月 26日 12时，南京路与营口道交
口的车流量非常大。因为此路口的信号
灯比较多，交替闪烁、分工明细，加上交
通监控摄像头一直处于工作状态，因此
路口秩序井然，记者在现场观察20来分
钟，没有发现闯灯违规通行行为，机动车
大多会主动礼让过斑马线的行人。一位
女士领着一个三四岁的女孩，从营口道
口往赤峰道方向过马路，她还没完全穿
过南京路，南京路上的绿灯就亮了，双向
机动车可以直行。这位女士见状连忙拉
着孩子就跑，自东向西方向已经启动的
三辆机动车相继停在斑马线前，待这位
女士过了自己所处的车道，才又启动汽
车，向前驶去。

11 月 28 日 20 时，河西区气象台路
与吴家窑大街交口却出现了截然相反
的场景，虽然天色已晚，但是路上的行
人并不少，吴家窑大街由南向北方向的
人行便道上已经站了七八位等待过马
路的行人。绿灯亮起，这几个人快速走
上斑马线，但同时，从吴家窑大街右转
进入气象台路的机动车也一辆跟着一
辆驶上斑马线，从走在最前面的一位男
士身前驶过。男子赶紧停下脚步，观察

着车辆的距离和速度，紧跑两步，躲开
右转车辆。其余几人也都效仿他，一步
不落地排队前行，没再给后面的机动车
留穿行的缝隙。

连续几天，记者在河北区王串场一号
路与真理道交口，河东区华昌道与新浦路
交口等处，均看到有机动车在斑马线上与
行人抢行。有些司机会有刹车行为，但没
有避让行人；有的机动车行驶的速度比较
慢，但依然抢在行人之前通过；还有一部
分机动车，信号灯变更后直接快速起步，
迅速通过斑马线。

不礼让的理由：

没有监控 路怒症 安全教育缺失

南京路是我市比较繁华的一条交通
要道，因为两侧有很多商场、写字楼、学
校等，因此信号灯设置齐全，路口处经常
有交警值守，交通秩序相对好。采访中，
不少司机直言，“南京路上摄录点位多，
稍微不注意就会被罚款，所以开车必须
遵纪守法。”

市民王女士对此颇有同感，“我每
天上班都要走南京路，由于路面宽阔，
有时信号灯变红时，我还没来得及走
到对面。大部分司机都会停车礼让，
有的司机看我不动，还摆手示意，让我
先过。在其他地方的路口就没有这待
遇了，比如穿行芥园道，即便斑马线处
是绿灯，也得躲着机动车，它不让我，
我让它。”

斑马线处不礼让行人，机动车驾驶员
各有各的理由，“我跟着前边的车过去的，
没看见行人。”“有的行人过马路慢慢悠
悠，像散步一样，我能不急嘛。”“过马路还
看手机，能让他吗。”“路口没有摄像头，完

全可以闯过去。”
记者采访过程中发现，机动车礼让行

人，做得最好的是公交车，707路一位司机师
傅说，“公司安全教育天天讲，左转让行、右
转必停。”

交管有话说：

还会持续加大纠正治理力度

“根据公安部交通管理局统一部署，我市
自2018年起，在全市范围内开展机动车不礼让
行人违法整治工作。”市交管局秩序支队蔡警
官告诉记者，针对机动车不礼让行人的违法问
题，今年以电子警察的非现场处罚为主，10个
月共查处4000余起。在没有警力现场值守以
及电子警察难以完全覆盖的路段，驾驶人在遇
行人通过斑马线时，没能自觉做到减速让行的
问题仍然严重。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

47条规定，“机动车行经人行横道时，应当减
速行驶；遇行人正在通过人行横道，应当停
车让行。机动车行经没有交通信号的道路
时，遇行人横过道路，应当避让。”2019 年 5
月 1日开始实施的《天津市文明行为促进条
例》中也明确规定，驾驶车辆应当按照规定
礼让、避让行人。
“机动车礼让行人既是法律中明确要求

驾驶人必须履行的法定义务，也是城市文明
的缩影。”交管部门分析，机动车路口抢行，
与驾驶人心存侥幸、文明出行重视程度不
够、安全出行意识不强等因素有关，所以交
管部门还会持续加大对此类问题的纠正治
理力度。

目前，我市40个路口开设了处罚不礼让行
人的电子警察，后期还会进一步增加电子警察
的执法点位，加强对无警力管控路口交通违法
行为的摄录采集。

■ 本报记者 刘连松

我是东丽区增兴家园的居民，小区

附近的月牙河北路有一段下穿铁路的地

道没有路灯，部分路段还缺少护栏，旁边

就是河道，存在安全隐患。前不久，一名

男子傍晚骑车从此处经过，因为光线昏

暗，没看清路况，连人带车掉进了河里，

所幸被附近的热心群众及时救了上来，

没有伤亡，否则后果不堪设想。这条地

道是附近居民出行的重要道路，希望相

关部门能够及时处理，消除安全隐患，方

便百姓出行。

居民 程先生

11月26日，记者来到月牙河北路实地
了解情况。“月牙河北路是我们小区居民
前往河东区中山门地区的主要通道，但是
晚上骑车经过此处总是提心吊胆。”程先
生担忧地表示。

记者看到，距离小区约百米的位置，
就是月牙河北路下穿津山铁路的地道，地
道一侧是北月牙河，地道临河一侧安装有
约1米高的铁质护栏，但其中约有10米长
的一段，没有设置护栏。
“这地方不装护栏，还没有路灯，我每次

晚上骑车经过时都得小心翼翼。”家住临月
里社区的张大爷说，这个地方有个转弯，地
道两边是下坡，晚上灯光不足，确实危险。

这座地道能否补装路灯，缺少护栏的
地方能否加装护栏，让居民的道路通行更
加安全顺畅？根据现场设施公示牌提供
的信息，记者首先联系了中国铁路北京局
集团有限公司天津工务段，相关工作人员
现场调查核实后表示，该段道路不属于铁
路部门管辖。随后，记者又联系了属地的
河东区中山门街道，相关工作人员详细记
录了记者反映的情况后表示，将及时查找
责任单位，然后再做进一步处理。

■ 本报记者 韩爱青

近日，家住河东区皓鸿园的李女士向本报热线23602777反
映，小区紧邻快速路，车辆来往噪声大，影响了居民正常生活，盼
相关部门尽快采取措施解决问题。

李女士介绍，皓鸿园是一个新小区，业主们正陆续入住中。
小区紧邻快速路昆仑路，无论白天黑夜，车流量都比较大。尤其
夜晚行驶在快速路上的大货车车速快，噪音更大，即便紧闭门
窗，业主们在家里仍然能比较清晰地听见车辆发出的声音，影响
休息。“希望管理部门能采取一些措施，降低噪音，减少对我们生
活的影响。”11月24日上午时段，门窗紧闭的情况下，记者在李
女士家确实能听到车辆驶过的声音。

记者从河东区生态环境局了解到，他们接到过皓鸿园业主
反映噪声扰民的问题，经现场调查，噪声主要来源为道路交通噪
声。经向皓鸿园项目建设单位了解，他们在施工过程中为确保
室内噪声满足要求，已采取措施消除噪声污染。对于快速路夜
晚大货车车速问题，该路段设有电子警察设施，对超速车辆进行
抓拍，同时交警在巡查过程中将加大对该路段的巡查管控，对大
货车上路产生的交通违法行为进行处罚，确保道路安全畅通。
快速路属于市管设施，该局和河东区其他部门将继续加强与相
关部门沟通协调，形成合力，改善快速路沿线声环境质量。

业主车辆停小区 出事谁管

■ 本报记者 房志勇

近日，多位市民向本报热线23602777反映，位于滨海新区
泰达街区域内的多所学校普遍存在教室空气流通不畅、室温较
高问题，家长们担心学生出现感冒症状，希望校方能在课间适当
将窗户角度开大一些，改善教室空气流通。
“我们孩子班里是40余人，教室窗户最多就能打开15度角

左右，即便开了窗，也不能达到通风的效果。”一位来自天津经济
技术开发区国际学校的家长告诉记者。“因为教室空气不流通，
所以室内外温差过大。一间屋子里40多名学生，室内温度最高
的时候都快接近28摄氏度了。孩子小，不懂得增减衣服，所以
特别容易着凉感冒。”

泰达实验学校和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第一中学的学生家长
也有类似意见，“教室太热，楼道又凉，课间上个厕所都容易因温
差过大导致感冒发烧。”“教室内的每个窗户设有限位器，角度太
小打不开，空气流通根本做不到。”“能否调整一下窗户开合的角
度，由左右开启改为上下开启？”

采访中，家长们向记者吐槽最多的就是窗户问题。记者随
后将“窗户敞开角度过小，造成室内空气流通不畅”的情况向泰
达街办事处进行了反映，街道工作人员随后与辖区内几所学校
进行了沟通。

接到反映后，泰达街区内的几所学校于 11 月 24 日开
始，对所有教室开展了测温通风工作。“教室窗户设有限位
器，是根据教育部下发的《进一步做好校园加装防护设施工
作的通知》做的必要改装。角度开启虽然有限制，但是并不
妨碍通风，我们会在非教学时间开启窗户，进行通风。”学校
相关负责人对教室通风情况作出了解释，并向记者出示了
后勤人员在教室开窗通风以及测温的图片，还有每天早晨
中午下午（7:30，12:20，15:00）三次通风换气的记录，每次换
气时间是30分钟。
“学校的通风时间都是在非教学时间，教室内空无一人。一

间教室40名学生，集中上课期间教室内空气状况以及温度如何
呢？”家长们提出了不同见解，“希望在教室内悬挂温度计，实时
监测室温。温度过高，即采取开窗通风、开空调、关小暖气阀门
等措施予以解决。能否对窗户进行改造，变侧开为上下角度开
启，既保证安全，又保证开窗通风效果？”

对家长的以上意见，几所学校尚未作出答复。

■ 本报记者 黄萱

近日，本报热线23602777接到多位市民打来的投诉电话，
称在小区内停放的车辆被剐蹭、破坏，导致车辆受损，但由于没
有监控找不到肇事者，无人担责。业主有个疑问，小区物业公司
到底该不该为车辆受损承担相应责任呢？

胡先生是东丽区华明街金泰丽湾嘉园小区的业主。10月
29日，胡先生的车辆停在小区内地上停车位里。当天中午，胡
先生发现车辆右前方有明显的划痕，根据位置判断，应该是旁边
车辆出库时造成的剐蹭。胡先生立即联系物业，希望查看监控，
找到肇事方。然而物业却告诉他，由于开发商未在该地区装监
控，属于盲区，无法查明事故原因。胡先生认为，因为车辆停在
小区内，物业也应该对此事负责，但物业称地上停车位为免费停
车位，物业并没有相应的责任。

杨先生也遇到了类似的事情。11月22日，杨先生的车辆停
在地下车库中，车窗被人砸出一个洞，由于监控系统未拍到当
时情况，杨先生同样无法找到肇事者。于是，他要求他所居住的
滨海新区大沽街八方观园小区物业对此事负责。“刚开始物业推
卸责任，并不愿意履行责任。一个月300元的停车费，算是白交
了。”无奈之下，杨先生只能自行修车，共花费400元。杨先生很
是不甘，多次与物业协商，“最后的解决方案是，物业将我的车位
租期往后顺延，具体能延多久，还没决定。虽然算是解决了，但
这事还是让人堵心。”

市住房城乡建设委相关工作人员介绍，他们之前也遇到过
类似的情况，找不到肇事者的原因有多种，包括事发地点处于公
共监控盲区、视频设备损坏等。车停在小区停车位被剐蹭，物业
公司是否担责要分情况来看，首先要看业主与物业公司的合同
中是如何规定的，如果有涉及车辆安全的条款，那么物业应承担
相应责任。“如果没有类似协议，且物业公司履行了比如安排人
员对停车场进行安全巡查、保证停车场摄像头完好等责任，那么
物业公司应该是不需要承担责任的，反之则需要承担一定责任，
但也需双方协商而定。如果双方存在争议，协商未果可以通过
法律途径维权。”该工作人员说。

没路灯 缺护栏

这里的地道有隐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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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韩爱青 文/摄

去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打疫苗，得先去
银行取现金；去中医医院看病，得先去旁
边的商店换现金……在移动支付如此方
便的今天，人流量一向很大的医疗机构却
因为不支持移动支付而让患者感受到了
不方便。这是本报23602777热线近一段
时间接到读者反映比较集中的热点问题。

投诉：

部分医疗机构只收现金

市民孙女士反映的是河北区王串场
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周末看病不能使用
移动支付的问题。

11月5日是星期日，孙女士带孩子去
该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打流感疫苗，大厅里
有自助挂号机，可未开启。她只好在窗口
排队挂号交费，“排了半天队，等轮到我时
工作人员说，只收现金，不能使用微信、支
付宝、云闪付等。我身上没带钱，距离这
家医疗机构最近的银行在1公里之外，是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而我没有这家银行的
卡。我带着孩子走到银行，跨行取款，还
被收取了手续费。”该医疗机构内只设立
一个挂号交费窗口，取钱回来孙女士又重
新排队挂号。没想到周末带孩子打个疫
苗，却因为支付问题添了这么多麻烦，孙
女士觉得既浪费时间又浪费精力。

11月25日，星期六，记者在10时左右
来到河北区王串场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大厅里的自助挂号等机器都是关闭状态，
只有一个人工挂号收费窗口开启。“可以使
用移动支付吗？”“不行，只能用现金。”“为什
么？”“网坏了，和银行无法联网，今天没人
维修。”“那以前能用吗？”“能用，就今天不能
用。”就在记者与收费人员对话时，旁边一
位姓王的女士告诉记者，她两个月前的一
个周六来看病，也是只能用现金，她还专门
去附近的市场换了现金才看上病。

孙女士投诉的11月5日，记者现场采
访的11月25日，王女士提到的两个月前的
周六，由此判断，关于移动支付，并非工作
人员所说的仅这一天不能用。

11月27日，记者联系了该社区卫生服
务中心办公室，问及周六日只收现金、不
能使用电子支付的原因，工作人员回复，
网络有问题，一早已经联系银行调试维
修。对于记者提及的若干个周六日都不
能使用电子支付的问题，该工作人员表示
不清楚具体情况。

通过河北区卫生健康委员会，记者采
访到了王串场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负责
人，她介绍，他们今年4月刚开通移动支付
功能，因网络问题，出了几次故障，11月27

日一早，银行工作人员已经来维修调试，
目前故障已经排除。

市民张先生遇到同样的支付问题，发
生在天津和平香榭中医医院。交费时得
知不能使用移动支付，“除非医保卡账户
里有钱，要不然就只能用现金。”张先生没
办法，去附近商店换了钱才顺利看上病。
张先生认为，医疗机构作为治病救人的场
所，更应该便民，支持多种交费方式，才是
最实在的便民。

记者在天津和平香榭中医医院二楼
的挂号交费窗口询问为什么不能使用移
动支付时，得到这样的答复，“每个医院都
有自己的规定，我们医院就是不能用。”

和平区卫生健康委员会的工作人员
向天津和平香榭中医医院核实情况后确
认，该院一直未启用移动支付，具体原因
院方没有提，“我们只是鼓励辖区医疗机
构从便民的角度出发开通移动支付，但
并非强制性规定，各医疗机构会视自己
的情况选择是否开通移动支付。”

调查：

只收现金原因各不相同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医疗机构只收现
金，原因各不相同，因为不是强制性要求，
所以在解决与改进方面，还是需要医疗机
构本身作出选择。

一是未开通移动支付，收费方式单
一。金女士和逯先生都曾经在家附近的

医疗机构遇到过看病只收现金的情况，四
处去换钱的经历令他们至今难忘。一家医
疗机构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医疗机构和
普通经营场所简单贴个“收款码”不一样，
开通移动支付容易，但要和医院整个系统
对接比较麻烦，需要软件开发企业的帮助，
后期还需专业维护，这就牵涉到投入和人
力的问题。加之有的医疗机构患者多数是
老年人，其中部分不会使用移动支付，导致
医疗机构开通移动支付的积极性不高。不
过，近日记者再回访金女士和逯先生提到
的医疗机构时，发现对方均已改进，开通了
移动支付。

二是每到公休日和节假日，数字化服
务就“降级”。市民刘先生介绍，他家附近
的一家医疗机构，每到周六日，自助挂号机
就关闭不能使用，挂号交费都要去窗口扎
堆排队。他咨询工作人员得知，在自助挂
号机旁协助患者使用机器的管理员休息，
因此关闭机器。

三是移动支付故障时间长，维修不及
时。辛女士也是经常去家附近的医疗机构
看病开药，遇上过好几次故障，无法使用移
动支付，“一等就是一个多小时，没带现金的
患者都在那里排队等候，真急人。”对此，一
家医疗机构的工作人员表示，一般性网络故
障医院的网络管理员能修，可银行支付系统
故障网络管理员要联系银行的人来修，维修
时长无法控制。
《天津市互联网发展报告（2022）》显示，

2022年天津市数字化综合发展水平排名全

国第八。《天津市智慧城市建设“十四五”规
划》中关于“智慧应用场景不断丰富”一项中
也提及“持续深化‘互联网+智慧医疗服
务’，通过智慧门诊、‘健康天津’应用程序
（App）等方式为市民提供预约挂号、自助机
服务、在线支付等便民惠民服务”。

移动支付，特别是以上市民遇到的现场
移动支付事项，在整个“互联网＋智慧医疗服
务”体系中，应该算作一个比较基础的问题，
由此可以看出，部分医疗机构在“便民服务数
字化”方面仍存在需完善的地方。

专家：

以多元化方式满足患者需求

南开大学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研究院秘书
长翟磊认为，作为服务行业重要的窗口单位，
医疗机构在便民服务上还需要进一步细化和
完善。在运营过程中，应充分满足患者要求，
将开通移动支付作为必备条件给予充分重
视，一方面要倡导结算方式与时俱进，另一方
面也要保留传统结算通道，以多元化的方式
满足不同患者群体的需求，通过细节的持续
改进不断提升医疗服务的满意度。

▼读者来信

▼记者调查

教室空气不畅 家长担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