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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市民对蓝底白字、形似
交通标牌的指路牌并不陌生，这
些见诸大街小巷的“ 山寨”指路
牌印有商业信息，实为商家违规
设立，有损市容市貌。经过本报去
年11月的连续报道，有关部门予
以高度关注，并开展专项整治，取
得一定成果。近日，记者走访本市
各区，发现曾遭本报曝光的11块

“ 山寨”指路牌中，已拆除9块。然
而，仍有个别路段违规设牌现象
严重，以曹安公路为例，从1506
号至1991号，约2公里内竟有14
块标牌。

今年的上海两会，不少代表
都对这一现象提出了针对性的意
见，列席本届人大的市建交委主
任黄融向记者表示，经过多部门
的商议研究，在指路牌问题上，目
前已初步达成共识。“ 倾向于为
交通枢纽、卫生中心、文化中心、
社区事务中心和避险中心这5类
单位设置指路牌，其他不符合规
定的指路牌都将被清除。”

本报见习记者 柏可林
实习生 柴一森
（ 除署名外）

“ 山寨”指路牌
何时变“ 正宗”

据统计，2012年路政部门共

清除非道路标志2378块，针对

陈海公路、G2京沪高速上海段、
S123浦星公路闵行段、G320沪莘
枫公路等违法设置非道路标志较

多的路段，先后开展了6次集中

整治。其中，针对G2京沪高速上

海段共开展了3次集中整治，清

除了违法设置的高立柱广告、龙
门架广告等大型广告，进一步维
护了道路环境，保障了行车安全
视距。

道路指示牌的管理是一个动
态过程，需要包括媒体在内的社
会大众共同参与到城市管理中
来。市路政部门欢迎各单位和个

人 拨 打 12319 城 建 热 线 、

12122路政服务热线等，向相关

部门举报违规设置的道路指示
牌，对城市管理工作给予监督和
指正。

》数字

连锁酒店、家具卖场
2块标牌仍未拆除

去年11月19日，有市民反映：“ 在
中山北二路四平路、翔殷路营口路和
杨浦大桥黄兴路下匝道附近，出现了3

块标牌，标注着某五星级花园酒店的
名称和地点。”记者调查得知，该标牌
系违规设立。次日，警方立刻向酒店开
具整改通知书，限令三天内整改。当
晚，酒店即把标牌进行拆除。

在之后的一星期里，本报记者兵
分多路，在本市各区随机走访，发现了
7处“ 山寨”指路牌。经曝光，各区相关
部门开展专项整改活动，有效打击了
违规设牌现象。近日，记者回访时发
现，除了长寿路陕西北路和广灵四路
新市路附近的两块标牌仍突兀地立在
路边，其他标牌已不见踪影。

去年11月底，记者在长寿路陕西
北路路口的绿化隔离带处看到，一根
路灯的灯杆上赫然安装了一块正方形
的“ 山寨”指路牌，蓝色标牌上用白色
字体标注有某家具卖场的名字。两个
月过去了，这块标牌仍明目张胆地竖
立在原地，并且有“ 同伴”相随：在几
百米范围内的江宁路长寿路，该卖场
又设立了一块标牌。

无独有偶，原本设立在广灵四路
新市路的“ 山寨”指路牌也未拆除。此
标牌属于一家知名连锁酒店，记者回
访发现，像原来一样，标牌从行道树的
枝杈间冒出来，有单独的支架，立在两
根电线杆之间。标牌上不仅有酒店名
称和商标，还有地址和电话，一个转弯
箭头的上方甚至不忘告诉司机朋友们

“ 免费停车”的信息。
以上两块“ 山寨”指路牌为何能

“ 幸免于难”，原因不得而知。

居民拍手称快：
拆了好，万一砸到人怎么办？

值得欣喜的是，其余几块标牌在
曝光后不久即被拆除。

原先，由某教育机构长寿校区设
立于长寿路近安远路的标牌，被四颗
大螺丝安装在地面基座上。记者回访
时，该标牌已不见踪影，只留下原先用
来固定杆子的4个螺孔。附近居民拍手
称快，“ 还是拆了好，万一标牌不牢，砸
下来伤到行人，该谁负责任？”

此外，位于徐汇区的漕溪北路蒲西
路上，原本两块相隔不远的“ 山寨”指
路牌也遭清除，其中一块写着某证券公
司的信息，另一块则是某少儿教育机构
的名称和地址。这两块标牌均依附于路
边的电线杆，在商厦林立的徐家汇商圈
显得十分突兀。一位在徐家汇上班的白
领认为，“ 虽然标牌能在一定程度上起
到指引作用，但就这么简单地钉在电线
杆上，会不会有漏电等安全隐患？就算
要装，也得由政府部门统一装。”

天山路600弄弄口的“ 山寨”指路
牌还在吗？记者对这块印有某留学VIP

中心字样的标牌记忆犹新。当时，这块
标牌紧挨着交通信号灯，凭着一个醒
目的、指向弄内的朝左箭头，该留学
VIP中心大有一副“ 酒香不怕巷子深”
的气势。好在，现在该标牌已消失，被
正规的广告海报取代。

中山北路共和新路，自从两块标牌
拆除后，路口干净了许多。当初，路口的
一根铁杆上竟同时支撑了两块标牌，一
块是“ 某茶文化广场”，另一块是“ 某
灯饰广场”。两者上下并排，长度一致，
宽度一大一小。途经此地的司机和骑车
人不得不扭头，透过它们之间的缝隙，
才能看清前方正规路牌上的路名。

记者回访

拒绝“ 山寨” 本市5类单位拟可设置“ 正宗”指路牌
本报去年曝光的11块违规指路牌大部分被清理 但个别路段类似现象仍突出

11块“ 山寨”指路牌9块已拆除
去年11月中下旬，本报连续10天报道了“ 山寨指路牌”的各类问题，两

个月之后，这些被曝光的指路牌怎么样了？是不是已经得到了整治？记者于
日前对此前本报曝光的11块“ 山寨”指路牌进行了回访。

安装店家员工竟称效果并不理想
本周一，记者来到曹安公路，从东

向西徒步行走，很快就发现了“ 山寨”
指路牌的身影。

头三块集中出现在曹安公路祁连
山南路附近，分别标明某知名连锁旅
馆、某家具总汇和某茶城，标牌上还精
确注明了商家的名称、方向及距离。过
了祁连山南路往西走，在新郁路曹安
公路，一块硕大的蓝色标牌赫然竖立
在十字路口的南侧，并注有某休闲广
场的方向和距离。

再往西一百米，曹安公路北侧一
座汽配城前方的空地上，也有两块标
牌，写有某大酒店和汽车零部件展销
中心的信息。该大酒店员工告诉记者，

标牌是老板找人装的，主要是为了方
便客人找路，但实际效果并不理想，

“ 到这里来吃饭的以回头客居多，况且
标牌没装在马路上，不认路的客人很
容易走过头。”

记者又走了几步，在不足百米的
沿街东侧绿化带中发现了一块“ 山
寨”指路牌，巧合的是，上面的信息与
汽配城前的标牌一样，同为某汽车零
部件展销中心。

居民认为宣传效果大于指路效果
之后的几百米，略显“ 平淡”，但

很快，一波“ 小高潮”又来了。
在曹安公路1911弄附近，一块某

国际营销中心的标牌立在马路边，标
牌为蓝底，制成箭头状，直指几十米之

外的同品牌国际广场。当地居民认为，
“ 这标牌的广告宣传效果，恐怕远远大

于指路效果。”
而就在该商业广场工地门口，竟

有一块面积达5平米左右的“ 山寨”指
路牌，商家信息与先前曹安公路祁连
山南路处标牌一样：某茶城。标牌依马
路而设，置于人行道上方，背后即是外
环高速公路。

记者穿过外环高速公路，来到曹
安公路建新路，两块小型的标牌跃入
眼帘：某电子商城和某商业广场。接着
走，在曹安公路1986号前，又出现了两
块标牌：某建材市场和某家具饰品市
场。又走了近百米，在一处斑马线旁，
一块注有某建材批发市场地址和电话
的标牌突兀耸立。而这个市场，就在马

路对面，近在咫尺。
至此，记者以1506号的某大酒店

门口为起点，以1991号的某医院为终
点，约2公里路程内，竟总共有14块“ 山
寨”指路牌。

市民希望能统筹管理，疏堵结合
除了曹安公路，“ 山寨”指路牌的

踪影还出现在中山北一路广中路、广中
路广中支路、茂名北路南京西路、茂名
北路吴江路等路段。设立的商家有的是
少儿教育机构，有的是连锁酒店，有的
是敬老院⋯⋯不少市民表示，违规标
牌林立，有损上海的市容市貌，“ 但不
可否认的是，它们确实具有一定程度
的便民性，帮助行人找路。”市民希望，
有关部门能统筹管理，疏堵结合。

再调查

曹安公路2公里内竟有14块“ 山寨”指路牌
本报去年关于“ 山寨”指路牌的报道，引起相关部门高度关注。本市城乡建设和交通委员会组织各区管理部门和城管执法部门，对区域内的重

要地区和重要道路开展专项整治，对各类指示牌进行调查、甄别与处置，对违反规定设置的各类指示牌及时拆除或者整改。整治效果如何？带着疑
问，记者近日随机调查了部分路段，发现市中心的违规设牌现象几乎绝迹，但在其他个别区域仍有违规标牌，标牌数量甚至不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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