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日长夜大”的上海地铁
晏秋秋

新民随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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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闻

岁末年初，上海地铁总给人惊喜。明天，
轨交14号线、18号线一期北段即将开通。这意
味着，上海地铁的运营里程，将增加到831公
里，包括20条线，508个地铁站，83个换乘车站。
这两条线路开通后，在软土地基上建造起

来的上海地铁，将拥有三个“世界第一”。运营
里程，世界第一；列车数量，世界第一；全自动
驾驶规模，世界第一！
如果没有地铁，上海将会怎样？
我想，这可能不仅仅是每天1000万人次上

下班的问题，也可能不仅仅是一种便捷的、精确
到秒的交通出行方式。地铁早已在不知不觉中，
改变了魔都老百姓的生活态度。
我有个朋友，住在川沙。从前，他到市中心

总会说：“阿拉去上海。”如今，川沙通了地铁，
他换了一种口吻：“欢迎大家到迪士尼来玩。”
几年前，上海搞过一个活动，叫做“喜欢上

海的100个理由”，其中，网友票选后的第33
名，是“喜欢穿梭在这座城市的地下铁”。说实

话，我对上海地铁只排在第33位，是不太认可
的，排名太低了！“日长夜大”的上海地铁，不仅
仅是阿拉的骄傲，更是城市的良心。
我常在乘坐上海地铁时，感受到运营者的诸

多用心。我乘坐过它的弱冷车厢，我还在上海地
铁车厢里，发现过USB的充电接口。前不久，上
海地铁冲上热搜，因为运营者为刷卡出站上厕所
的乘客，准备了“上厕所凭证”……这一个又一个
暖心的细节，体现了上海地铁的温度，也增加了老
百姓对魔都的认同感。
我想提醒大家的是，上海地铁就是在老百

姓的高要求中，度过每一天的。每天睁开眼
睛，就要负责1000多万客流的安全问题。这
是一件每天都要“清零”，每天都要重新来过的
事情。难以想象，这样的战战兢兢，这样的如
临深渊、如履薄冰，贯穿着地铁人的每一天。
申通地铁的同志经常说，造地铁，就是造

一座城！是的，走在上海的街头，我们应该对
地铁，有一份感恩。

实事办到群众心坎上
“我每天都会去高陵集市的长者食堂吃

午饭。当家大厨的手艺实在是妙不可言。美

味、实惠、放心，就是最中肯的评价。”

“今年，绿道造好了，从家里走两三分钟

就能到。放学后、晚饭后，我一般会沿着河岸

走一大圈，看看花花草草，非常惬意。”

“在晚托班里，孩子的生活变得更加多样

化。她学了舞龙舞狮、丰子恺儿童漫画、歌舞

剧、珠宝设计、篆刻、泥塑……”

“有了电梯，我们‘悬空老人’都被‘激活’

了。阿拉已经电话约好了，每天一起下楼走

一走，晒太阳，一起活过100岁。”

……

民之所盼，政之所向。2021年，上海践行

“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理念，不

仅解决老百姓“急难愁”的烦心事，呵护社会

最柔弱的群体，也注重公共环境、生活空间品

质的塑造和提升。这些市民口中描绘的美好

生活，正是得益于不断超额、提速完成“进度

条”的“民心工程”和“为民办实事项目”，让百

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真正

把实事办到群众心坎上。

创新“解题”思路和机制
民生无小事，枝叶总关情。无论是今年

推出的16项“民心工程”，还是多年来持续更

新的“为民办实事项目”，都重点聚焦民生领

域，切口更为具体和细化。对一些老大难问

题，也秉持着“再难也要想办法解决”的精神，

在“解题”思路、机制上不断谋创新。

为既有小区新增电动自行车充电设施，

已连续3年被列入“为民办实事项目”。这看

似是一件不起眼的“小事”，但在居民心中却

是件了不起的大事、好事。今年，上海通过新

增集中停放充电场所，或者新增微型停放充电

车棚、充电柜等定制化手段，来纾解电动自行车

无安全充电场所的问题，截至今年底，全市共有

4800多个既有小区新增电动自行车充电设施，

约占全市1.3万余个小区的37%。

今年上半年，上海聚焦“就医难、排队时

间长、缺少人性化”等痛点，制定实施便捷就

医服务数字化转型工作方案，在试点医院推

动7个应用场景建设。截至10月底，全市412

家医疗卫生机构全部完成数字化转型工作，

其中包括市级医院36家，区属医院376家，比

预期提前2个月完成任务。各家医院更是通

过数字化转型，打破传统医疗服务极限，使得

医疗价值得以延伸和保障。

城市管理凸显精细化
随着物质生活条件改善，市民百姓对提升

公共空间、生态环境品质也有了更高期待。这

一年来，家门口的荒地，变成了蜿蜒的绿道、街

心花园、健身场所；一下大雨就“看海”的马路，

变成了平坦的“通途”，让人不再烦心；“一江一

河”边最好的黄金地段，都让渡给公共空间，昔

日“工业锈带”向“生活秀带”转变。

点点滴滴的改变，正是上海用“绣花针”

功夫做好城市精细化管理的体现。北外滩滨

江驿站底层的海平路滨江公厕，不仅配备了

第三卫生间和母婴室，还特地在门前小花园

一侧的半围合空间，为健身爱好者设置了男

女更衣室、饮料自助售货机和休憩座椅，成为

往来市民游客闲聊休息的好去处。

城市是人集中生活的地方，城市建设必

须把让人民宜居安居放在首位。政青路绿道

就因老百姓的建议，“长胖”了0.4米。而且，

沿居民区外围建绿道，施工方也尽可能听取

百姓意见，最大程度减少了噪声扰民。

不断送出民生“大礼包”
上海明年的民生实事有何亮点和期待？

上海“早餐工程”方面，市商务委透露，以

智慧早餐为抓手，上海将继续推广网订柜

（店）取、“互联网+早餐服务”，持续推动传统

早餐企业转型升级、优化服务，计划明年新增

500个网订柜（店）取点位。同时，鼓励企业综

合运用各类智能业态铺设早餐网点，不断推

出创新模式，完善应用场景，提升全市早餐服

务的数字化能级。

在解决青年人才安居问题上，上海也将

在新一年推出一系列“组合拳”，多做一点，快

做一点，让更多职场人才在上海安家。到

2022年年底，上海计划建设筹措保障性租赁

住房24万套（间），完成“十四五”目标总量的

一半以上。

在绿道方面，上海将继续“联网成片”。

到2025年，本市将新建绿道1000公里（骨干

绿道500公里），使市域绿道总长度达2000公

里左右。此外，“十四五”期间，上海将基本形

成“一大环+五小环”的环城生态公园带体系，

全市公园数量力争达1000座以上，森林覆盖

率达19.5%。

2022年，上海医保局将试点推进大学生

持卡就医结算，方便大学生校外就医。优化

“沪惠保”，促进包括商业保险在内的多层次

医疗保障体系完善，为群众提供多样化、高质

量保障。建成全国统一的医保信息平台，丰

富“医保电子记录册”和“医保电子凭证”应用

场景，推动电子票据在医疗费报销中的应用，

实现市区120急救车上医保实时结算。

未来，上海将着力打造课后服务升级

版。在巩固已有成果的基础上，上海市教委

正通过汇集区、校典型做法，形成上海市义务

教育课后服务工作指南，将课后服务作为丰富

学生课余生活、拓宽校园育人渠道、提高教师

服务能力、打造学校办学特色、增强多方协同

育人合力的重要载体，围绕课后服务的需求征

询、服务内容安排、校内管理与保障、校外资源

利用、质量保障与监控等主要环节，明确指导

性的操作办法，以此引领面上学校全面提升

课后服务的质量和水平。 本报记者 裘颖琼

安居要推“组合拳”绿道联网将“成片”

民生实事“进度条”明年再刷新
悠悠万事，民生为大。辞旧迎新之际，“民心工程”和“为民办实事”项目的2022

“进度条”将再度刷新。
本报推出年终特别报道“民生十美”系列后，得到读者们的热情回应：许多为

民实事，都在自己的家门口看得见摸得着，而且切实享受到，这就是上海的温度
和速度。把每一件民生实事放在心上、抓在手上，不断回应群众的新需求，打造
更加宜业宜居宜乐宜游的美好家园，增进民生福祉的大礼包在新的一年里还将
源源不断送不停。

“今朝踏浪”
轨道交通14号线明日即将开通，沿途站点均已整装待

命。图为14号线陆家嘴站与2号线换乘通道内，“今朝踏浪”
艺术装置引人注目 本报记者 陈梦泽 摄影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