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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生无小事，枝叶总关情。松江区融媒体中心始终坚持以人民为

中心的理念，着眼于群众的烦心事、操心事，听民声、访民情、解民忧。

从即日起，《松江报》推出“民声民情”专版，尽心竭力服务群众。

本版将设置“媒体监督”“你呼我应”“呼声建议”“答疑解惑”

“各抒己见”等栏目，您要投诉的问题、您遇到的急难事，都可通过

区融媒体中心新闻热线 37689000，或“上海松江”客户端互动栏目反

映，您对松江经济社会发展的建言以及您撰写的评论文章，也可通

过本版邮箱 sjbsjiali@163.com 发送给我们。想群众所想、解群众所

忧，融媒体中心的记者将根据群众意见、投诉展开采访，发挥好舆

论监督的作用。

□记者 张立

随着科技的进步，应用“人脸识别”系统的场所

越来越多，人们在享受便捷的同时，也有“个人隐私

是否被侵犯”的担忧。近日，家住九亭镇象屿都城的

居民李先生就因为小区安装了人脸识别系统而烦

心。进小区要刷脸，进单元楼还要再刷脸，不刷就回

不了家，甚至还存在个人隐私被泄露的风险。社区

治理需要智慧手段，居民的个人隐私也不容侵犯，如

何善用科技成为城市化进程的一道难题。

回家要刷两次脸
记者日前来到象屿都城小区，只见两台人脸识别

的门禁机醒目地安装在大门口，只需低头扫一扫便能

进入小区。但这只是进小区的第一步，在每一栋居民

楼下，还有另一道人脸识别关卡。

居民顾先生告诉记者，小区自从启用人脸识别

后虽然方便了，但是大家对于个人隐私的担忧也变

得越来越多。“我这段时间会频繁收到一些骚扰电

话，不知道是不是个人信息泄露了，心里很不安。”顾

先生说。更有居民提出质疑，小区大门已经安装了

刷脸门禁，为何进单元楼还要再刷脸？

可刷卡通行，也可人脸识别
72 岁的顾雪珍对于人脸识别系统却有着不同

的看法：“以前我们这栋楼经常有贴小广告的、上门

推销的、乱敲门的，还有人偷电瓶车，就是因为单元

楼的这道门一直关不上。”顾雪珍的子女不在身边，

只有她和老伴住在一起。“之前有人乱敲门的时候，

我们两个老人都害怕，也不敢开门。”顾雪珍回忆，

而这一切伴随着人脸识别系统的安装有了彻底的

改变。

“你自己的脸刷一下，或者刷这张卡都能通过。”

顾雪珍向记者演示着，她对着机器稍稍一抬头，或将

蓝色的门卡轻轻一刷，紧闭的大门便自动开启，待人

走进后，大门随之关闭。她连连感叹刷脸、刷卡太方

便了。

同住在该小区的王女士也深觉小区人脸识别带

来更多便捷与安心。王女士透露，不同于小区门口

的人脸识别系统，单元楼下的刷脸机器是小区业主

通过业主大会投票自发安装的，对居民来说是双重

保障。

象屿都城党总支书记周英告诉记者，小区许多

单元楼的大门因为年久失修，想要再修理不仅需要

大笔费用，且大多数零部件都已经很难在市场上配

到。因此，经过业主大会投票后，小区便选择安装了

智能的人脸识别系统。“居民自愿选择是前提，我们

一一上门问清楚了是否要采集人脸信息，不想被采

集的居民也可以通过刷门禁卡的形式出入，不存在

强制识别的情况。”周英说。

四重保障防止信息泄露
在深感刷脸方便的同时，记者发现，当被问及是

否会担心个人信息泄露的问题时，不少居民表示

“物业在负责管理”“只采集了脸部信息”“应该不会

泄露”。王女士表示大家愿意进行人脸识别的主要

原因还是图方便。

象屿都城物业经理于敏告诉记者，在安装人脸

识别前，物业便考虑到了居民隐私的问题：“我们所

有的门禁，包括监控、电脑信息录入使用的都是局域

网，不连接外网，所有电脑的USB接口都有封条，不

允许私自拷贝。”

此外，于敏表示，物业的每一台电脑都是专人专

用：“我们的电脑密码、软件密码只有专属管理员才

能知晓。为了进一步保证信息不被泄露，电脑房还

装有摄像头，24小时全程监控。”

技术创新的同时，监管需跟上
周英告诉记者，小区大门的人脸识别系统是政

府部门统一部署的项目，而单元楼的人脸识别机则

是小区自发采购的。换言之，即便小区物业采取了

多重保障，但单元楼的人脸识别系统依旧存在风险，

因此做好监管工作尤为重要。

在今年 1 月 1 日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

典》中，第 1035条规定，处理个人信息，应当遵循合

法、正当、必要原则，不得过度处理。《网络安全法》第

四十四条规定，任何个人和组织不得窃取或者以其

他非法方式获取个人信息，不得非法出售或者非法

向他人提供个人信息。但是对于人脸识别具体的、

有针对性的规定却尚未出台。

记者查询资料发现，根据公开信息显示，上海相

关部门已协同立法机构，就人脸识别技术带来的风

险等问题作出相关规范与限制。

□记者 张立

上下楼梯是居民出行的“第一步”，也是回家的

“最后一步”，但对于一些住在没有电梯的旧楼上的

老年人来说，出门必经的一级级台阶就像难以逾越

的天堑，一些老人几个月甚至几年无法下楼，严重影

响了他们的身体健康和生活质量。

在今年区两会前夕，区政协委员阮晓明、倪忠明、黄

兴海在深入调查研究后发现，现在松江区多层住宅加装

电梯工作政策限制较多、涉及面广、流程环节复杂、专业

性较强，这也是上海市开始加装电梯试点工作8年来，松

江区旧住宅加装电梯仍困难重重的重要原因。

为体现党中央和各级政府的关怀，着力解决好

群众身边的操心事、烦心事、揪心事，将“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落到实处，体现“民有所呼、我有所应”，阮

晓明表示，松江区旧住宅加装电梯工作不仅需要主

管部门的责任担当，更需要各级政府、各有关部门、

社区居委会和专业机构的关心和指导。为此，三位

委员再次建议：松江区政府应该将“既有多层住宅增

设电梯工作”列入松江区民生实事项目。

阮晓明建议，应该由区领导牵头，建立区住建房

管、民政等相关部门和街镇等参加的协调推进工作

机制，制订松江区既有多层住宅加装电梯工作的工

作规划和节点性目标，明确相关部门和街镇的工作

职责，制定相关奖惩条例和工作措施，将此项民生实

事项目纳入考核内容，确保资金到位、协调到位、服

务到位、引导到位。

其次要加大宣传，让群众了解加装电梯新政策。

因为业主是加装电梯的主体，不少多层住宅业主都盼

望着早日实现“电梯梦”，但对相关政策的了解还不够

深入。建议主管部门做好上海市住建委等部门最近

发布的《关于进一步做好本市既有多层住宅加装电梯

工作的若干意见》的宣传工作，贯彻市政府、区政府的

相关政策。以居委会为单位，采用问卷调查、走访、接

待等方式，广泛听取民意，并做好登记筛选工作，重点

关注确有困难的居民，实行一门一议方式，让广大群

众充分了解各级政府的关心和支持。

第三，要扶持加装电梯专业服务机构。加装电梯

工作涉及面广、专业性较强、流程环节复杂，绝大多数

业主都难以胜任。全国各地的经验表明，建立加装电

梯专业服务机构是破解这一难题的有效途径。建议

主管部门在我区扶持一至数家加装电梯专业服务机

构，或引进外地成熟的加装电梯专业服务机构，为业

主加装电梯项目提供全程指导服务。

第四，要做好党建引领工作，增强组织力推动力。

加装电梯需要由居民协商自治，居民自己牵头解决，思

想工作难度高、工作量大，需要居委会、业委会、物业公

司“三驾马车”全力支持和配合。在这个过程中社区基

层党组织应主动站出来，充分发挥统领和协调作用。

只要基层党组织不忘初心、自我加压，主动为民服务，

小区加装电梯这一难题的破解就有了组织保证。

“居委会牵头成立加装电梯自治联盟，便于居民

自主协商；引入专业的第三方机构，出面跑审批、签

流程、谈施工；政府部门提前征询意向、压缩办理环

节，并制作文字材料模板，让申请者只需‘完形填空’

就能一次通过。社区居民、基层组织、政府部门群策

群力，有效改变老房加装电梯‘需求大、推进难’的局

面。长宁区推行的‘社会协同、专业保障’模式值得

我们借鉴。”阮晓明说道。

本报讯（记者 夏婷 文 李晶 摄） 2月 20日，

“上海松江”微信公众号报道了“原野花园成为司

机掉头‘专用地’，导致事故、拥堵频发，一时之间

还无法可解”一事。如今，解决此种窘境的办法已

经实施——记者从区交通管理部门获悉，目前原

野花园门前的文诚路上，双向路面都画上了禁止

掉头的标志线（见右图）。

3月2日下午2时许，记者驱车沿文诚路自东向

西前往原野花园。行至原野花园附近时，看到最左

侧道路路面已画上醒目的禁止掉头标线。记者随

后向西行至约200米外的文诚路文涵路口，等待一

个红灯后掉头。经估算，非高峰时段，前往路口掉

头相比在原野花园门前掉头用时多了1.5分钟。

“肯定有用。”家住原野花园的陈乐表示，“有

了禁止标志，许多车就不会在小区门口掉头了。

从前太多车子在小区门口掉头，除造成居民出行

不方便以外，还威胁到了我们的人生安全。”

引导车辆行至路口掉头是否又会造成路口拥

堵呢？路面画上禁止掉头标线是解决问题的第一

步。区交警支队机动一大队民警沈辉表示：“后

续，我们还将进一步完善路面的标志标线，同时根

据实时情况合理优化路口的信号灯设置，并且加

强路面执法。”

据了解，在原野花园门前道路掉头的多数为

前往附近区房地产交易中心的车辆，半小时内至

少有 15辆车经文诚路掉头，交易中心门前文诚路

路面标线则为双黄线。那么是否有更便捷的办

法，就近在交易中心门前开个车辆掉头的口子？

区交警支队表示，此处禁止掉头主要是因为区房

地产交易中心距离文诚路三新北路路口太近，车

辆一旦在此掉头将影响交通秩序，也将引发其他

安全隐患。

采访中，记者发现，或许是由于禁止掉头标线

刚画好不久，驾驶员不熟悉路况，个别车辆沿文诚

路行至原野花园门口时虽略显犹豫，但仍选择在

小区门前道路掉头。此时，值守的交警便会上前

劝导。

此外，还有个别车辆“另辟蹊径”，从文诚路左

转进原野花园，在小区内完成掉头。“目前我们考虑

在外来车辆进出小区这方面加强管理，尽量少让外

来车辆进出小区。”原野居委会社工方洁表示。

□记者 张立 摄报

明明是“人车分流”小区，却在居民

楼下安装了车行道闸，不久之后，该道

闸将开启使用（见上图）。

近日，居民方女士通过“上海松江”

App 反映，她所居住的华亭首府二期以

“人车分流”为卖点承诺，车辆基本不会

对地面上的居民产生干扰。只是，伴随

着小区居住率的提升，方女士最近听说

小区物业打算开通居民楼下的行车道闸

供私家车通行。“那我家楼下来往车辆势

必因此增多，存在安全隐患，说好的‘人

车分流’去哪了？”方女士有些无奈。

“人车分流”只是噱头？
最初选择购买华亭首府二期的房

子，方女士看中的正是“人车分流”的卖

点，不会有车辆在小区里乱窜，这对家里

的老人孩子而言都是一种保障。唯独让

她不放心的便是自家楼下的那处车行道

闸。“虽然这个道闸安装在这里总会给我

一种车辆可以通行的感觉，但是大家都

说这个栏杆不会升起，我就安慰自己不

要想太多。”方女士说。

但如今，方女士发现虽然没有私家

车通过，但随着居民入住率的提高，越来

越多的垃圾车辆开始在自家门前的这个

道闸处通行。不仅如此，还有部分居民

抱怨从小区北门出入太不方便，建议开

启居民楼前的行车道闸方便出行。

对此，方女士心里非常担忧：“在我们几个业主群

里，都在说道闸要开通的事，但满足了其他居民出行

方便的需求，就要牺牲 9 号、10 号楼居民的权益吗？

在签订购房合同时，开发商明确表示华亭首府二期为

‘人车分流’小区，一旦道闸开启，那是否代表‘人车分

流’只是卖房噱头？”

道闸开启，方便通行还是增加安全隐患？
根据方女士的讲述，记者来到华亭首府二期。从

小区北门进入便是地下停车库入口，车辆驶进车库

后，居民可以在地下车库坐电梯直通自己所在的单元

楼，符合“人车分流”规划。

但是居住在 8号楼的王先生却告诉记者，车库的

出口与入口在同一位置。“出入口都在北门，我常常需

要绕行好大一圈。”王先生表示，如果可以开启道闸，

那不少居民出行也会更加方便。

记者在采访过程中发现，在 9号、10号两栋居民

楼道路的一侧是一条景观河，小区的道路本就狭窄，

除了车道之外，唯一剩余的行走区域便只剩下单元楼

出口的一条小道，这条小道不时还会有电瓶车通行、

停放，也就是说，一旦行车道闸开启，两车交会时，居

民或将寸步难行。这样的内部道路设计真的适合让

车辆通行吗？

“整个小区，只有 9号和 10号两栋楼下有行车道

闸，如果开启，不仅会增加我们两栋楼居民出行的安

全隐患，也让我们平白失去了一块可以活动的区域，

太闹心了。”居民冯女士说道。

将开启车库出口缓解拥堵
虽然有不少居民提议开启道闸，但华亭公寓居民

区党支部书记周旭东表示，考虑到小区停车系统的设

置以及“人车分流”的规划，道闸不会开启。

“我们小区分为一期和二期，只有二期实行‘人车分

流’，车辆也属于两个车管系统，如果将来道闸开启，那

势必要将一期二期的两个车管系统合并。”周旭东表示，

即便真的需要进行系统合并，也需要征询业主意见。

为了进一步方便居民车辆通行，周旭东透露会在

近期开通车库的另一个出口，虽然居民依然只能够从

小区北门出去，但一旦通行车辆较多，多一个车库出

口也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缓解拥堵的问题。

道闸仅允许垃圾车通行
既然不会开启，为什么要安装这个道闸呢？对此，

周旭东解释道，当初设计小区时，开发商的确考虑到让

私家车从9号、10号楼前的车行道闸出入，但是车管系

统却又设计成了两套，“车管系统和这个道闸的设计是

存在一定问题的”。但是为了确保一期二期的车辆不

会互通，因此后续也没有对该道闸进行拆除。

此外，周旭东表示，目前只有一些特殊车辆，如消

防车、建筑垃圾车辆可以通过该道闸，私家车则不

会允许在该道闸通行。

原野花园门口
不再成掉头“专用地”

关于加快推进我区既有多层住宅加装电梯的再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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