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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建议：延长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诊疗时间，让市民就近尽快就医

感冒高发季，看病要排几小时？

高质量师资助力
实现“幼有善育”

方 翔

秋冬季，是感冒等呼吸道传染

疾病高发期。这段时间，上海各大

医院的门急诊量上升，有时排队候

诊时间动辄三四个小时，对本就不

适的患者是极大的煎熬。为此，今

年两会，市人大代表施政带来一份

建议——希望延长社区卫生服务中

心诊疗时间，完善市区两级医院接

续诊疗机制，缓解流行病高发期“看

病难”问题。

“人们发烧时，体温一般会在下

午至夜间升高。但每到这时，离居民

最近的社区卫生中心反而已停止接

诊，帮不上忙。”据施政调研，社区卫生

服务中心等“家门口的医院”普遍在下

午4时半左右就已停止接诊，患者只

能选择去三甲医院“集中”看病。

当患者在三甲医院就诊后，通

常需要三至五天的治疗期，期间多

为输液挂水，这原本可以通过分级

诊疗完成。但患者尤其是青少年面

临的窘境是：家长往往要下班后再

带他们去输液。“而此时，或是社区

医院下班了，又或是市区两级医院

的接续诊疗机制不完善，相当一部

分患者仍需去原先的医院接受诊

疗。”“我们去社区卫生中心调研时

发现，硬件条件都比较好，怎么更好

发挥它的作用？”为此，施政代表提

出以下建议：

■ 在秋冬季或传染病高发季，
启动市区两级医院联控联诊机制
社区卫生中心等“家门口”的医院，

实行延时值班制度，力求能让市民

能够就近尽快地获得分诊就诊建

议、病毒检测、用药指导等简单专业

的就医指引。同时，延时开放输液

室等治疗诊室，方便居民就近完成

简单的诊疗。

■ 建立健全三级、二级医院的
接续诊疗机制 在三级医院完成诊

断，确认病症并实施第一阶段治疗；

待病症稳定后，可视情况转至邻近

的二级医院、社区卫生中心等完成

后续治疗。这样可以充分利用现有

医疗资源，有效分流病程稳定患者

与首诊急病患者。

■ 充分利用互联网医院的平

台，建立二、三级医院的联网联诊机

制，帮助二级医院更好发挥作用，有

效减少病患排队等候时间。

本报记者 杨洁

去年7月，上海全面启动高质

量幼儿园建设。高质量学前教育需

要高质量的师资。在今年的两会

上，上海市政协常委、中福会托儿所

所长方玥建议，多措并举鼓励幼儿

园教师在职和职后的学历提升、提

高专业技术职称。

作为基础教育的起始阶段，实

施高质量的学前教育是提升儿童早

期发展水平的关键。教师是教育工

作的中坚力量。有高质量的教师，才

会有高质量的教育。近日发布的《上

海市全面建设高质量幼儿园蓝皮书

（    年）》显示，部分教师队伍年轻

化的区域在该指标上暂处于劣势，

随着青年教师专业发展不断成熟，

高级教师达标情况有望随之提升。

学前教育教师与只承担某一学

科教学的其他学段教师不同，其更

需要多学科支撑，需要由学科专业

单一型向多学科融合型转变。像人

工智能可以和学前儿童进行互动和

交流，因而在幼儿园中也需要有人

工智能等相关专业的老师。

高质量的师资，不仅来源于高

学历人才，更来自于在学前教育岗

位上如何胜任并快速成长为优秀教

师。方玥委员建议，进一步构建学

前教育教师、卫生保健教师的职

前-职后融合培养体系，实现教养

医融合培养。

一支素质优良、结构稳定的学

前教育教师队伍，是促进学前教育

事业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和关键

因素。从    年到    年的相关

监测数据显示，上海全面推进学前

教育高质量发展成效显著。到

    年，上海将全面建成普及普

惠、安全优质、多元包容的学前教育

公共服务体系。通过建立一支高素

质的保教队伍，办好每一所家门口

的幼儿园，为幼儿提供更加充裕、更

加安全、更加优质的学前教育，助力

实现“幼有善育”。

昨天中午11时27分，距离市

政协十四届二次会议现场咨询活

动开始还有不到三分钟，市政协

委员邵楠已经坐在开设的“摊

头”前，一个个问题接连抛出，

你来我往、气氛热烈。

时隔4年，全市36家单位负

责人与市政协委员再度相约市委

党校海华教学楼，咨询活动现场

人头攒动。截至下午1:30，现场

接待委员咨询130人次，涉及116

个事项。

邵楠是第一个来到现场的委

员，在申通集团的“摊头”前，邵楠

正仔细咨询关于地铁厕所建设的

相关问题。去年7月起，他与徐汇

区民盟几位盟员历时半年，一起

调研了上海地铁厕所设施建设情

况，亲自走访了8条地铁线路，“很

难想象，虹桥火车站地铁站竟没

有厕所。”

“厕所是国际化都市的文明

标志。”邵楠提出，上海地铁厕所

的建设，应该先解决“有没有”，再

关注“好不好”“香不香”。他建

议，应当统一地铁厕所建设的标

准，更新老旧设施。对于那些在

付费区外、位置不便的厕所，建议

闸机外扩。同时，地铁标识需要

设置在醒目位置。申通集团相关

负责人回应，会就这些建议进一

步深化讨论，后续做出适当调整。

“71路中运量专用道24小时

专用是否必要？”另一边，市政协

委员蒋建华正与市交通委工作人

员深入交流。蒋建华观察到，71

路中运量专用道目前不对社会车

辆开放，但延安中路夜间时常出

现拥堵情况。蒋建华提出，应当

提高71路中运量专用道的利用

率，比如在夜间或平峰时段，对社

会车辆开放71路专用道，或是通

过智慧管理、人性化改道的方式，

进一步提升通行效能。

对此，交通委综合规划处处

长何莉回应，自71路开通以来，已

经作过了三轮评估。受制于技术

水平和触网等因素，目前71路中

运量专用道暂时无法向社会车辆

开放。不过她表示，不论是71路

延伸段还是后续其他中运量线路

规划中，都会充分采纳和吸收各

方建议，优化方案，比如考虑局部

混行，或是在拥堵段设置标志牌

变道，做到更加灵活便捷，尽可能

满足大多数市民的出行需求。

本报见习记者 陈佳琳

地铁厕所建设应该统一标准
现场咨询活动时隔4年重启，昨接待委员130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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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中午1时许，市政协界别

和地区工作委员会副主任，浦东

新区政协主席、党组书记姬兆亮

坐在电脑前向网友作自我介绍。

昨天，市政协开展市政协委员与

市民网上交流活动。5位嘉宾齐

聚市委党校图书馆，以文字问答

的方式与市民“云端相聚”，携手

为市民解答疑虑。

面对市民的每个提问，市政

协人口资源环境建设委员会常务

副主任，市绿化和市容管理局（市

林业局）党组书记、局长邓建平一

丝不苟。邓建平介绍，2024、2025

两年全市将再新增240座公园，全

市公园数量达到1000座以上，人

均公园绿地面积达到9.5平方米

以上。2024、2025年将实施单位

附属绿地开放共享80处以上，并对

有条件的绿地进行改造提升，打造

成口袋公园。针对“小公厕”服务

“大民生”的问题，邓建平说，将推进

环卫公厕24小时开放工作，完善智

能寻厕模式，全面推动公厕免费提

供厕纸，优化如厕环境，提高服务质

量。垃圾分类方面，主要将通过宣

传引导，让新老上海市民都能履行

垃圾分类的义务，推进可回收物回

收高品质服务点建设等。

市政协界别和地区工作委员

会副主任，杨浦区政协主席、党组

书记邰荀表示，今年，杨浦区聚焦

滨江开发和人民城市建设示范

区，开展了高质量协商活动，委员

们提出开发工业旅游项目和特色

文旅产品、加快滨江公共服务设

施的信息化智能化建设，优化全

时段、全线路的游览及通行体验

等对策建议，助力杨浦滨江打造

人民城市建设示范区。

“我们街道就有一个挂牌的

‘政协委员工作站’，不知道具体

是怎么开展工作的？”“作为普通

市民，我们的声音怎么通过政协

反映上去，能否落到实处？”“‘打

通服务群众的最后一公里’，小区

基层领导干部要如何践行？”……

一个个问题接踵而至，面对市民

们的热情提问，市政协委员们都

仔细斟酌，一一耐心、详尽作答。

本报见习记者 陈佳琳 记者 屠瑜

两会影话

聚焦民生热点
人大代表现场咨询

昨天，上海市十六届人大二

次会议在上海世博中心举行预备

会议。会后，上海市36个委办局

负责人在现场处理代表意见并接

受代表咨询。

“东川路越江隧道，现在有时

间表了吗？”马伟琴代表开门见山

地问道，工作人员认真记录并予

以解释。马代表认为，建设东川

路越江隧道，有利于缓解交通压

力、促进区域发展。她建议，以加

快推进东川路越江隧道建设为契

机，加快东西联动、产城融合发

展。 本报记者 刘歆 摄影报道

两会快评

两会特写

市政协委员与市民网上交流

■ 昨天，市属各职能部门接受政协委员现场咨询 本报记者 张龙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