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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师的男朋友是谁？ ”台

上老师“深情”地问。

“是 ×××（某男星的名
字）！”台下孩子们响亮地回答。

这令人瞠目结舌的一幕，

不是电影电视， 也不是舞台小

品，而是现实生活中的一幕。 日
前，河南一幼儿园老师组织孩子

们应援某男星的视频被曝光，引

起舆论哗然。 视频中，孩子们和
老师还一问一答：谁最帅呀谁最

帅，某某某呀某某某，谁有钱呀
谁有钱，给你花呀给你花……

事实上这不是孤立现象，

近日有多地多校曝出类似事
情———老师在教室里， 组织孩

子们为自己喜欢的明星加油。

甚至还有老师发微博： 上网课

前， 她放了一首某男星的歌，有
个学生在屏幕上打字 “某某必

糊”。 她自述“立马把我惹炸了”，“当着两百多
个学生的面狠狠批评了他一顿。 ” 真不知该

“老师”出于何目的发布这样的微博。 幸而大部
分网友头脑清醒，这篇微博立刻引致大量批评。

有网友尖锐指出：你对孩子的批评，与授课的内
容无关，难道你不是利用老师身份，满足私利？

近几年，加载了网络技术的追星文化出现
新现象：饭圈文化。 追星者在线上线下集结成

圈，用各种方式追捧明星。 这些从事教职却心

系饭圈的老师们利用孩子们的信任，让懵懂无
知的他们说出“某某某最帅”“某某某，我们喜

欢你”的口号,让教室不像教室，老师不像老师，

学生不像学生， 本该是授业解惑的知识殿堂，

竟成了流行文化的“粉丝加工厂”。

追星作为个人爱好，无可厚非。 一旦站在

三尺讲台上，个人偏好应让位于职业身份。 课
余播放流行歌曲活跃气氛情有可原，但把个人

爱好强加于教室中的孩童， 无异于 “娱乐洗
脑”。 而校园的娱乐化倾向，从长远看来，对孩

子们的身心成长弊大于利。

我们在春天播下一粒种子， 等待秋天开

花结果。 那个细心培土、呵护幼苗的人，我们
称之为园丁。教育是用生命呵护生命，用时间

等待花开的过程。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对老师
都怀有敬意的原因。好消息是，教育主管部门

已介入已曝光的“老师粉”的调查。 期待更多
这样的好消息。

    “我今天什么材料都没带，没想到许可证

居然直接办成了！”在杨浦区行政服务中心二
楼窗口，上海市钧骋物业管理有限公司负责

人李云芳惊喜不已。公司想开一家商店，李云
芳原本只是前来咨询一下办理公共场所卫生

许可证的事宜。没想到，工作人员告诉他，通
过“随申办”App电子亮证，就可以直接调取

身份证与营业执照使用，办事不再需要证照

原件。上海“一网通办”今年提出“两个免于提
交”目标，即本市政府部门核发的材料，原则

上一律免于提交；能够提供电子证照的，原则
上一律免于提交实体证照。目前，杨浦行政服

务中心在全市率先试点全面实行“两个免于

提交”，并提前兑现承诺———厅内 240个事项
均可通过事项清单调用电子证照库，实现证

照免提交。

一部手机就能办事
无需携带证照原件，仅凭一部手机就能

搞定，李云芳舒畅便捷的办事体验在杨浦区

不是个例。在办理窗口前，记者遇到了上海尚
理文化科技有限公司的文员朱女士。公司正

经营一家小型图书馆，现计划新增卖果汁酒
的业务，需要办理酒类经营许可证。出具申请

表、委托书、承诺书后，朱女士通过电子亮证

完成身份核验。记者在工作人员的电脑屏幕

上看到，办理事项所需的用证清单已关联好。
“我经常来办事办证，以前都要带原件过来，

现在不用带证照，真的方便许多。”朱女士连
声道。

杨浦区大数据中心（行政服务中心）主任
杨菊芳告诉记者，从今年开始，杨浦区行政服

务中心窗口依托上海市电子证照库、“随申

办”App后端统一接口支撑，逐步实现证照数

据汇聚、共享及互信互认。目前窗口办事可调
用的证照包括但不限于身份证、产权证、工商

营业执照、公共场所卫生许可证等 300多个
高频、常见证照。“由于采用了二维码核验、电

子印章等多重数字防伪技术，可以随时按需
调用，避免了纸质证书携带难、保管难、识别

难等问题，百姓与企业办事更加方便。”

推出“企业版链家”

在一楼大厅，左侧一块触摸大屏吸引了
人们的视线。区域地图上，分布着不少蓝色

坐标点：长阳创谷、互联宝地、智慧树、国科
大厦⋯⋯科创园区星罗棋布。随意点击园区

进入，不仅有地址与联系电话，租金、物业费、
空置房源统计、室号、可用面积等信息也一应

俱全，甚至还包括产业链图等。这是杨浦区大

数据中心推出的“创业地图”，它将本辖区内
的各个创业园区及周边的便民服务点信息整

合展示在一张地图上，清晰可查，大家更是生
动地称之为“企业版链家”。

“园区周边环境是否合适？产业链集聚度
怎么样？租金是多少？企业经常会提出这样的

问题。”杨菊芳说，有了这张图，企业的需求可
以一目了然，精准匹配。为企业提供服务，为

园区做好推介，让杨浦留住企业，“创业地图”

可以实现三赢。杨菊芳介绍，杨浦创业地图的
功能正在不断完善，今后只需勾选索引要求，

企业就能直观地筛选创业园区租金、空余面
积、周边环境、产业链等多维度信息。杨浦创

业地图将于 5月底正式上线，接下来也会在
“一网通办”杨浦区特色栏目上线。

本报记者 杨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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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浦东机场排队上出租车，以前最“糟

心”的时候最多需要 40分钟左右，如今大幅
降低至 10分钟左右。究其原因，以前是“人

等车”，现在则是“车等人”。而在这背后，一
套“神器”———大型交通枢纽出租车智能匹

配管理系统功不可没。

“人等车”到“车等人”

记者在浦东机场 T2 航站楼到达层看
到，旅客携带行李集中进入出租车等待区，

可通过排队入口处的显示屏了解当前排队
等候时间，做到“心中有数”。而在栏杆外的

车道上，候车点施行“单点双发”，25辆出租
车同时平稳停靠、有序驶离。

浦东机场交通保障部曾做过统计，平峰

时段，旅客平均排队等候时间为 3.49分钟，
高峰时段，旅客平均排队等候时间为 6.77

分钟；旅客排队打车等候的最长时间从原先
40分钟左右，大幅降低至 10分钟左右，缩

短了 75%；即使在每天 22时至次日凌晨 2

时的出租车用车高峰时段，旅客基本也能在

15分钟以内上车，真正实现从“人等车”到

“车等人”的飞跃。以往，“人等车”现象的根
本原因是供给与需求不匹配，出租车候客点

人员无从得知旅客需求，只能根据现场情况
当场打电话给蓄车场请求调车，而蓄车场距

机场有 7公里距离，待车抵达时，出租车候
客点早已排起“长龙”。

浦东机场研发“大型交通枢纽出租车智
能匹配管理系统”，就是要对旅客用车需求

量进行精准预测，进而提前调配车辆，实现
“车等人”。如果将预测比作数学题，那么航

班信息、到港旅客人数、用车需求量则是三
个最为重要的变量。相比前两者，用车需求

量测算困难得多，这需要根据以往旅客选择

离港交通方式的习惯，对今年同期的出租车
需求量进行推算。此外，这套管理系统在做

数据分析的同时也在做数据收集，每天的数
据都是第二天分析的一个基础数据，经过不

断累积，预测值会越来越精准。最终，系统根
据比例推算出全天每个时段的出租车需求

数量，调度中心即可提前通知蓄车场做好车

辆调配，直接调配车辆至缓冲区等待。

终结骗取短途票乱象
智能手段不仅缩短了旅客排队上出租

车的时间，还成为了规范机场出租汽车营运

秩序的“好帮手”。原本为鼓励的哥接短途业
务，浦东机场出租站点向承接短途业务的驾

驶员发放“短途票”。送完短途乘客后，司机
回到浦东机场可不排队，直接接送下一批旅

客。然而，这项“福利”存在漏洞，让一部分驾

驶员钻了空子。
为了解决短途虚高问题，市交通委与浦

东机场一起研究，决定通过全市出租车上安
装的 GPS来找寻突破口。目前，“出租车短

途业务智能化管理系统”已上线，将“互联
网+”云端数据服务和 GPS技术相结合，自

动识别运营出租车的行驶轨迹，判别车辆在
浦东机场出发后是否属于短途，遏制了司机

骗取短途票现象。该系统投用后，浦东机场
短途业务量从原来的 37%，断崖式下降至

12%左右。 本报记者 金志刚

浦东机场用大数据神器打通出租车“最后一公里”

机场叫车等40分钟？现在仅10分钟

全国政协委员、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副院长吴凡认为

构建“大应急”模式 为上海守住安全底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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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早上我是凌晨两点睡的，你看看

我们是否就电话聊一下呢？”全国政协委员、
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副院长吴凡说话的时

候，记者在电话中还可以听到打字的声音。
作为上海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领导小组的

专家组成员，这几个月来，从一早睁眼忙到
半夜，成了她的工作常态。

不久前，吴凡委员还参加了上海《关于

完善重大疫情防控体制机制健全公共卫生
应急管理体系的若干建议》（简称“公卫建设

20条”）的新闻发布会。吴凡委员表示，关注
公众健康，聚焦成“疫”根源，通过组织行为、

公共政策预防健康危害因素，促进健康。公
共卫生管人群、治社会，是从上游控制病人

的增量。上海构建的公共卫生“大应急”模式

就是要更灵敏、更智慧、更精准地为这座超
大城市守住安全底线。

吴凡委员曾建议，应建立符合卫生行业
特点、能充分体现疾控社会价值的薪酬制度

和动态增长机制，以绩效考核为中心，做到薪
酬水平与任务、实效相匹配。同时，充分发挥

疾控人员的科研积极性，落实“科创25条”在

疾控领域的实施，激发科技创新。去年6月至
10月，吴凡委员作为牵头人，与全国政协社会

福利和社会保障界别的委员一起开展了“落
实预防为主、切实加强公共卫生体系建设”专

题调研，对全国情况做了比较全面的摸底。
“这段时间，针对新冠疫情的相关情况，

我也在加班加点抓紧完善这个调研报告的
内容，在此次全国政协十三届三次会议期

间，将由我们界别提交给大会以及有关政府
职能部门。”吴凡委员说，“这次疫情再次警

示我们，公共卫生安全与每个人的生命健

康、经济社会平稳发展都密切相关，重视公
共卫生建设不应只在疫情发生后，构筑公共

卫生安全屏障是最大的民生保障。”
今年 2月 16日，来自中、美、德、日等国

和世界卫生组织的 25名专家组成的联合考
察组，在我国开展考察调研，吴凡委员作为

专家参与其中。在上海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

新闻发布会上，吴凡委员“金句”连连。在她
看来，面对疫情，最重要的就是始终坚持科

学决策、理性应对，特别是常态化的疫情防
控，更需要普通百姓全民行动来应对。

对于即将到来的全国政协十三届三次会
议，吴凡表示提案还会继续聚焦在公共卫生

体系建设上。她特别提到在公共卫生人才培
养上，不能仅着眼于满足医疗卫生体系需求，

更应放置于整个大的社会管理架构和国家治
理体系之中考虑。 本报记者 方翔 江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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