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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日免费乘车2500人次

早上7时45分，一群90后、00
后金融白领，出了轨交9号线小南
门地铁站，乘上第一班直通车，直
达南外滩“金融不夜城”各大楼宇，
通勤“最后一公里”无障碍。
三年前，出了小南门地铁站，

却是另一番光景。那年7月，告别
学校，小童来到南外滩。眼前，一
幢幢楼宇正在拔节生长。金融不
夜城，前景是光明的，可当时也真
是痛苦的——从太保集团、东方
证券沿外马路一路南下至黄金交
易所、汇添富基金，1.5公里集聚
了14家总部企业，通勤员工约3.3
万人。附近仅有9号线小南门地
铁站一个轨交站点，地铁站距离
办公楼宇还有 15—20分钟路
程。公交线路少、配套不完善，
也直接导致地铁口非法营运车
辆集聚。所幸，这种情形已成过
去时。
南外滩，上海最早形成的城区

之一，“一城烟火半东南”，说的就
是当年繁华。近年来，伴随旧改，
一幢幢金融大厦拔地而起，一个个
重量级金融机构纷纷入驻，大量老
居民迁出，全国各地、世界各地的
青年才俊纷至沓来。
南外滩，宜业、宜居的营商环

境，谁来打造？作为“地主”，小东
门街道责无旁贷。这份责任，如何
承担？
东方证券张建辉、蚂蚁财富

王珺、外企德科李琰等多位区人
大代表建议开发一条公交接驳线
路，解决“最后一公里”通勤问题。
黄浦区人大常委会协调小东门街
道推动解决。小东门街道党工委
依托“滨江党建·金融外滩”区域
化党建联席会议，联手辖区企业

头脑风暴。2023年1月，南外滩
金融直通车正式运行。目前，久
事集团旗下巴士四公司提供的22
座新能源公交车，满载可容纳80
人左右。每天早晚高峰各运行2
小时，几辆公交巴士交替环线运
行，5—8分钟一班。从起始站小
南门地铁站出发，途经鑫景金融
站、金融品巷站、久事大厦站等，
晚高峰反向运行，单日免费乘车
约2500人次，有效解决公共交通
“最后一公里”难题。

街区公共议题同题共答

当大批青年才俊奔赴南外滩，
如何让年轻人对城市家园更有归
属感、认同感？帮他们安个家吧！
“滨江党建·金融外滩”区域化党建
联席会议就把这个光荣的任务交
给了小东门街道。
高慧琦是街道党建工作者，也

是小东门交友大会具体操办人。
相亲？太土！年轻人不接受。交
友，还行。可怎么操办呢？城市定
向赛，王者荣耀，英雄联盟，够时尚

吧，分成线上预选赛和线下总决
赛，一个个来呀。结果，2.2万人进
入直播间关注活动、参与互动，线
下总决赛更是开进了世博园区“外
滩大会”会议场馆。一大群活力四
射的年轻人，友谊第一，比赛第二，
不打不相识，切磋结奇缘。
去年，以南外滩金融直通车为

开端，小东门街道聚焦街区公共议
题，积极搭建资源对接平台，推出
了金融直通车2.0版——南外滩健
康直通车，同时“老字号大篷车”
“建设者之家”等一系列“南外滩金
融+直通车”项目，把健康医疗、老
字号产品服务送入楼宇，满足企业
白领和社区居民多元需求，将解决
出行一件事拓展为解决“医食住行
体教娱”一类事。

不断优化地区公交体系

小东门，要打造“南外滩金融
社区”，全面推动地区高质量发展，
建设黄浦经济发展新引擎和城区
形象“东大门”。
未来，直通车要开向哪里？南

外滩，滨江一线，有六个“小矮
人”。“小矮人”其实是六幢楼，限
高、楼矮、能量大，每幢年税收达
10亿元。六个“小矮人”，只是直
通车通勤服务的一部分。随着董
家渡金融城、南浦地块建设开发，
2024年以来，东浩兰生、上海银
行、管网集团等重点企业陆续入
驻，街道积极依托“董家渡网格区
域化党建联席会议”、街区“零距离
家园”共治联盟平台，不断探索优
化南外滩地区整体公共交通体系，
不断满足通勤需求、社区生活需
求、楼宇集群间的摆渡需求。
事业刚刚开始，打拼刚刚开

始。小童说，金融直通车，是服
务，是激励，更是南外滩的“梦想
号”——年轻人念兹在兹，有归属
感更有荣誉感；宏大的城市更新，
巨变的南外滩，传统或新兴金融
行业的发展，“一城烟火半东南”
的光荣历史，“金融不夜城”的未
来担当，就是沿途所见最壮美的
风景！

本报记者 姚丽萍

金融直通车，南外滩的“梦想号”
今天，南外滩金融直通车开出

3.0版——南外滩英才直通车。
酷暑天，无论烈日骄阳，还是

大雨倾盆，小童心里都是笃定的，
出了轨交9号线小南门站，就能坐
上金融直通车直达单位。

3年前，从985高校研究生毕
业，95后小童成为南外滩数万名
金融从业者中的一员。多年之
后，回望南外滩，小童一定不会忘
了金融直通车。因为，金融直通
车，就是南外滩的“梦想号”。 ■ 金融直通车方便了白领们的通勤路 本报记者 周馨 摄

从开通“一辆车”到服务好“一群人”——

这家夜门诊有“白天同款”专家，还有小朋友喜欢的拔牙快医生

半小时就解决了牙疼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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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患者看诊治疗

本报记者
徐程 摄

“这几天，下午两三点实在是太热了。看到
有夜门诊，正好等晚上凉快一点了来看牙。”傍
晚6时许，在上海市东方医院（北院）口腔医学中
心夜门诊，记者遇到了排队等候的张女士，她说
自己此前补的牙材料掉了，过来再补一下。
该院口腔科副主任王少海主任医师介

绍，今年5月起，口腔科在日常门诊基础上开
启延时服务，增设夜门诊，时间是周一至周五
17时至20时。口腔夜门诊安排了包括高年
资医师在内的专业医护团队值班，为患者解
决牙劈裂、急性牙髓炎、牙齿龋坏、牙冠修复、
口腔洁治等多方面的口腔问题。
上海市东方医院地处陆家嘴，周边有大

量白领，李女士也是其中一员。都说“牙疼不
是病，疼起来真要命”，最近，她可是深有体会
——常常半夜睡得真香，就有一阵钻心的牙
痛袭来。休息不好，导致她工作效率大幅降
低。然而，由于业务繁忙，白天没办法请假看
病，只好靠止疼药度日。偶然间，她在朋友处
得知东方医院开设了口腔科夜门诊，便抱着
试试看的心情前来寻求帮助。结果，只排了
一小会队，用了半小时就解决了牙疼的问题，
甚至还没有耽误回家买菜做饭，她很开心，
“夜门诊真是我的‘救命稻草’！”

“在日常接诊中，我们发现有些患者有口
腔问题了，由于种种原因拖了又拖，往往从

‘小洞’拖成了剧痛。这也是我们开设口腔夜
门诊的原因之一，给有需要的患者‘留一盏
灯’，为他们第一时间解决口腔问题。”王少海
介绍，来夜门诊就诊有四大“好处”——上班
族友好，不需要白天请假，下班后即可就诊；
学生党便利，放学后无缝衔接看牙；家庭省
心，老人、孩子就诊全家齐陪同；还有便是同
质化服务，夜间有“同款”专家团队。

“前两天的夜门诊，有一位小朋友在爸爸
妈妈的陪同下来看牙，正巧孩子的爷爷奶奶
也在附近遛弯。当天就诊人数不是很多，医
护力量又配备得很齐，于是一家五口‘整整齐
齐’都挂了号，解决了各自的口腔问题。”王少
海回忆。
等候就诊的人群里，陪着9岁孩子前来就

诊的唐女士告诉，来夜门诊还有“隐藏福

利”。“就是他！”她指着一位年轻医生告诉记
者，“孩子很喜欢他，他很幽默的。后来我们
听说，他是医院健康脱口秀大赛的冠军。”

唐女士口中的医生，是该院口腔科医师
刘华禹。“我拔牙快，浦东很多家长会相互介
绍来找我拔牙，他们叫我‘刘一拔’。”他笑着
说，“我给小朋友拔牙就三步，躺下、张嘴、咔
嚓——在他们哭之前，就结束治疗了。”

家长常常会问，为啥不打麻药？“也不是
我不想打，其实孩子乳牙没有换，主要是长期
食用过软的饮食导致的，缺少牙齿崩掉的外力，
而我拔牙只是简单地施加下力量，干了如平时
啃苹果、玉米的事情，疼痛很小，不见得比打麻
药的过程疼——打麻药，不是必选项目。”
“他能用很幽默的语言，告诉我们口腔的

知识，我们也更容易记住。”唐女士表示，说话
间，孩子已经完成了治疗。“刘一拔”也正在安
慰小朋友：“真棒，真勇敢，是个男子汉！”

王少海指出，大部分患者突发牙疼，都会
选择服用甲硝唑、布洛芬之类的消炎止痛药
物缓解，当然也有患者选择使用酸醋、漱口水
等，但这些都是治标不治本的，要想从根源上
解决问题，还得及时就医，接受专业诊疗。
“接下来，我们会根据延时门诊（夜门诊）

收到的反馈，进一步考虑在周末提供口腔科
服务。”他透露。 本报记者 郜阳

盛夏七月，静安区彭
浦新村街道彭一小区内，欢
笑声此起彼伏。作为上海
最大规模的“原拆原建”小
区，经过3年多的拆除重
建，2110户居民终于重回
焕然一新的家园。然而，乔
迁的喜悦尚未散去，一场
“井喷式”装修高峰便紧随
而至，小区秩序、房屋安全
与邻里和谐面临严峻挑战。
如何在千家万户同步

“焕新”的浪潮中守护安全
底线？静安彭浦新村街道
综合行政执法队以党建为
引领，将力量深度融入“多
格合一”基层治理网络，靠
前一步，打出了一套保障
安全的组合拳。
回迁启动前，执法队

联合房办、司法所等多方
力量，面向居委、物业及志
愿者，深入解析装修法规
“红线”。在居民领取钥匙
的回迁大厅，“法治宣传角”
与党员咨询台引人驻足。
当居民手握新房钥匙时，同
步签下一份《装修承诺书》。
为应对96种户型的

复杂情况，执法队联合物
业、业委会推出量身定制
的《彭一小区装饰装修管
理规定》。每户门后，一张
专属户型结构图清晰标注
承重“生命线”。
记者获悉，这套安全

体系在“事前防”与“事中
管”上环环相扣。一方面，
执法队事前介入，用好“四个一”工
作法——一堂培训课明确各方责
任；一本《装修管理规定》覆盖全流
程；一张示意图清晰标注“红线”；一
个视频指引滚动警示。另一方面，
事中监管，“三支队伍”联动共治
——物业严格备案审核与日常巡
查，守好“第一道防线”；58名平安志
愿者包干楼栋，编织“邻里守望
网”；执法队则精准普法、严查违法、
高效联动，成为坚实的“法治后盾”。

本报记者 陈佳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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