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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报讯（实习生 刘永远 记者 江亚萍/

文 王婧莹/图）“电话亭几乎没看过有人

使用，还占地方，该淘汰了。”日前，有市民

向本报反映，街头公用电话亭几成摆设，应

该拆除。记者走访合肥街头，发现不少公

话亭损坏严重，少有完整的，上面也布满了

广告。但电信部门则称，街头公话亭，应急

作用不可忽视。

走访 8成公用电话遭破坏

昨天，记者走访了合肥市芜湖路、大通

路、金寨路等多条主街道，发现分布在市区

大小街道、车站、医院等处的电话亭均受到

不同程度的损伤，有些电话亭甚至被乱张

贴、涂鸦，“牛皮癣”现象屡见不鲜，有些电

话亭内的电话线已经被剪断，远远望去十

分扎眼。

有的看上去亭内电话是完整无缺的，

可拿起话筒时话机却丝毫没有反应；有的

数字键用手按下已没有反应等。类似的公

用电话占到记者走访所到之处大约8成的

数量。

在长江中路一家电信营业点内，销售

IC卡的营业员也表示，现在的IC卡很难销

售，有时十多天都销售不出一张。

针锋 市民各持两方观点

记者就此随机采访了部分市民，接受

采访的市民大都表示现在使用手机，好几

年不用IC卡了。

市民唐女士说：“随身携带公用电话卡

很麻烦，万一弄丢了又不能挂失，卡内的话

费就全没了；好多电话都是坏的，上边还一

层灰，感觉挺不卫生，我就从来没有用过这

些电话，也很少看到别人用，形同虚设，还

不如拆了。”市民程先生则持反对意见，他

认为，尽管公共电话亭的使用率极低，但作

为街头文化的象征展现在市民面前，应该

保留下来；另外，对于行人来说，若是走在

路上，手机突然没电了，这时公用电话就可

及时提供支援。

在记者随机采访的10位市民当中，有

8名持反对意见，建议拆除，2名表示认可，

认为应该保留。

电信部门 应急作用不可忽视

IC卡电话亭似乎成了鸡肋，那么是否

真的如大多数市民所说的那样，拆除为好

呢？记者随后采访了合肥电信10000号。

据介绍，随着手机的普及，IC卡电话亭的话

务量不断下降，这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必

然。但IC卡承担的业务并未完全消失，一

些流动人群仍在使用，尤其是遇到突发情

况还可拨打110、120等应急电话，所以目前

并没有拆除的打算。

同时记者还获知，公用电话亭是市政

基础设施之一，将来，公用电话亭有可能会

进一步升级换代，优化整合。

对于合肥的路名设计，我们的市民又

有什么样的好建议呢？

家住瑶海区的孙师傅已经在合肥住了

大半辈子，对合肥的感情也是格外的深。谈

起合肥的道路命名，孙师傅是早有准备：“我

觉得，合肥路名设计时，体现安徽历史文化

底蕴的路名实在太少了。安徽历史上的名

人那么多，著名的历史事件也是数不胜数，

以这些历史上人物和事件来给道路命名，像

包公大道、龙图路这样的道路，在合肥能更

多一些的话，既让人印象深刻，又彰显了安

徽历史文化的底蕴，可谓一举两得！”

在安大上学的小刘，谈起对合肥路名

设计的建议时，也体现出了年轻人追求时

尚、个性的一面：“合肥在设计路名时，为什

么就不能现代感更强一点呢？总是省内、

国内的一些城市选来选去，既避免不了重

复又没有气派。我觉得合肥在设计路名的

时候，可以学习上海等一些国际性的大都

市，选取一些世界名城作为路名，比如日本

的久留米市、美国的哥伦布市，这些还都是

和合肥的国际友好城市。我们设计路名

时，不应该老是步别的城市的后尘，要凸显

出咱们合肥人的品位和内涵。”

市民声音 路名要有历史文化底蕴要气派

在国庆黄金周前一个星期，9月25

日，商之都宁国商厦正式开门纳客。这

是安徽商之都在全省继宣城、六安等直

营门店之后的第10个“落子”。

商之都宁国商厦位于宁国市宁阳中

路218号，地处核心商圈，是宁国市唯一

集购物、娱乐、休闲、餐饮为一体的大型

综合业态的百货商场，商场经营面积2

万平方米。 商厦经营的品牌以中高档、

成熟性商品为主，打造宁国一流的精品

百货店。

商之都抢占县域强市只是这家商业

大鳄全省战略的一个棋子。安徽商之都

股份有限公司隶属于中国500强、国家

重点培育的20家流通企业之一的安徽

省徽商集团。目前商之都已经在省内合

肥、亳州、滁州等市（县）开设了16家百货

门店、16家国生电器专业店、20家红府超

市直营店。

“我们按照计划，将不断将商之都红旗

插到安徽经济发展比较好的地市及县域市

场。”安徽商之都有关负责人说。 樊立慧

合肥道路名称让人很迷惑
部分路名设计重复、层次感不强、缺乏个性特征

“去参加朋友聚会，本来是要到高新区的枫林路，司机却把车开到了经开区的枫林路，真让人哭笑不得。”家

住琥珀山庄的小张，谈及前段时间的一个遭遇时，至今仍是愤愤不平。近年来，为了适应经济社会和城市化的快

速发展，合肥市有关部门也对市区的路名进行了精心更改与设计。但当前合肥市区的部分路名重复、缺乏层次和

缺少个性等问题依然给市民生活和城市管理带来不便。 记者 宁大龙

在合肥，路名重复的现象尤为严重。

如肥西县城的青年路、巢湖路与包河区的

青年路、巢湖路；滨湖新区的华山路与经

济开发区的华山路；蜀山经济开发区的荷

花路与肥东经济开发区的荷花路；瑶海区

的和平路与肥东经济开发区的和平路等，

都存在这种路名完全重复的现象，而且无

论是专名和通名都完全重复，让许多人无

法区分。除此之外，一些音同字不同的路

名也容易引起不必要的误会。比如瑶海

区的龙岗路与隆岗路。

城市道路一般都会按从高到低，分为大

道、大路、路、街、巷这些不同的等级。但合

肥的部分道路命名却并非如此。比如高新

区的繁华大道、明珠大道是主要的道路，而

香樟大道、长宁大道为次要道路，但它们的

名字却都是“大道”。而城市中的“大道”应

属于最主要的干道，是连接分区或连接城

市组团的道路，一般数量少。而仅仅一个

高新区，命名为“大道”的道路就有9条。

城市道路的命名，体现了一个城市

的品位与个性特征，但这一点在合肥的

路名设计上却很难得到体现。合肥的路

名，很多都与其他主要城市存在着重

复。比如滨湖新区的中山路，在武汉、南

京、长沙、上海等10多个城市都有此路

名；北京路也在昆明、南昌、南京、贵阳等

9个城市存在；而人民路、青年路、胜利

路，这些也都是在全国各大城市中屡见

不鲜的路名。如何在城市道路上体现城

市的特色，让外来的游客能够对其留下

深刻的印象？这也是合肥路名设计中所

要考虑到的一个问题。

路名现状

针对合肥路名设计的问题，记者采访

了合肥市民政局地名处。工作人员介绍，

以前合肥道路都是由各区自主命名，所以

往往在城市里存在道路名重复的现象。比

如以前在合肥就有4条桃园路。经过整改，

目前其中的2条已经更名完毕。而在《合肥

市道路交通设施名称管理暂行规定》中就有

明确的规定：大道，一般指城市快速路和主

干道；路，一般指城市主干道、次干道、支路；

街，一般指两侧多商铺、商贸繁华的道路；

巷，一般指主要用于行人通行的道路；桥，一

般指跨越河流上的桥梁及跨越道路、铁路的

各种车行或人行立交桥、天桥；隧（地）道，一

般指穿越河流、湖泊、道路下和山体内的车

行或人行通道；站，一般指公交车沿线停靠

站，及跨省、市或者郊县的客运汽车的起迄

站，具备货物集散等功能的场站等。

目前地名办也正在对上述现象进行整

改。现已整改到第四批，肥西县和经济开

发区的范围。相信在集中整改之后，这种

路名不规范的现象将会被杜绝。

市民政局 合肥市道路名称问题正在整改

商之都挺进宁国

安徽商业构建
“帝国疆域”

街头公用电话亭真的成了鸡肋？
电信部门称：应急作用不可忽视

合肥一街头电话亭

名称重复、分级乱、个性
难体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