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记者 杨玉红）因昨天上海出

现中风险地区，昨晚，上海市文旅局发布了
《关于本市暂停跨省团队旅游及“机票+酒

店”业务的通知》（以下简称为《通知》），要求
旅行社和在线旅游企业妥善处理游客行程调

整和退团退费事宜。
8月 17日，上海市内中风险地区“清

零”，全部为低风险地区，此前暂停的跨省团
队旅游及“机票+酒店”业务恢复。8月 18日，

因再次出现中风险地区，各旅行社及在线旅
游企业立即暂停经营跨省团队旅游及“机

票+酒店”业务，待本市全部为低风险地区后

可恢复经营。《通知》）要求，旅行社和在线旅
游企业扎实做好疫情防控工作，依法妥善处

理游客行程调整和退团退费事宜，维护游客
与旅游企业的合法权益。

“今后，根据疫情风险等级，上海文旅业
将实行常态化的熔断机制管理。”上海市文

旅局相关负责人介绍，一旦中风险地区“清

零”，跨省团队旅游及“机票+酒店”业务将同
步启动；一旦出现中高风险地区，跨省团队

旅游及“机票+酒店”业务将同步暂停。

上海跨省团队游再次暂停
实行常态化熔断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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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情味”城市的标配
马丹

新民随笔

    本报讯 （记者 任天宝）记者昨天从上

海申通地铁获悉，上海地铁将在原有 21座车

站装有 AED（自动体外除颤仪）的基础上，于
今年底前扩展覆盖至全网络所有车站，并对

每站部分工作人员开展配套培训，进一步提
高轨道交通出行服务品质。

根据国家心血管中心 2019年统计数据
显示，我国每年心源性猝死者高达 55万人，

平均每天 1500人死于心脏骤停。心脏骤停超

过 4分钟，脑组织会发生永久性损害，因此这
宝贵的 4分钟也被称为“黄金四分钟”。如果

在公共场所发生心脏骤停危及生命事件时，

在救命的“黄金四分钟”内，正确使用 AED（自
动体外除颤仪）和实施心肺复苏，能极大地提

高院前急救效果，达到挽救生命、减轻伤害的
目的。

自 2015年起，上海地铁就在上海市红十

字会、市应急办的捐赠和指导下，首先在 2号
线等部分线路车站试点安装 AED，初步涉及

6条线路 9座车站。
截至 2021年 7月，上海地铁全网共有 11

条线路 21座车站安装了总计 74 台 AED 设
备。如今，上海地铁将再度引入 AED设备，并

将其覆盖至全网络每一座自然站 （多线换乘

站按线路数计算，如：三线换乘站人民广场站

算作 3站）。
另一方面，上海地铁将全面开展车站员

工急救技能培训，获取有关证书资质，从配套
软实力上下功夫，并鼓励经过急救培训的车

站工作人员积极参与应急救护服务。同时，上
海地铁也真诚欢迎具备医护或急救资质的热

心的市民乘客积极参与突发急救工作。

开展车站员工急救技能培训

上海地铁年底将实现AED全覆盖

    《规划》提出，到 2025年，上海要实现生

态环境质量稳定向好，生态服务功能稳定恢
复，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空间格局、产业结

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初步形成，环境治理
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初步实现。

到 2025年，上海大气环境质量要全面达
标，具体是大气六项常规污染物全面稳定达

到国家二级标准，部分指标优于国家一级标

准，其中 PM2.5年均浓度稳定控制在 35微
克/立方米以下；AQI优良率稳定在 85%左右。

水环境方面，《规划》要求功能区基本达
标，具体是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水质稳定达

到或好于 III类，地表水达到或好于 III类水
体比例达到 60%以上。

土壤和地下水环境质量保持稳定，近岸海
域水质优良率稳定在 14%左右。受污染耕地、

地块安全利用率持续提升，达到 95%以上。

污染治理水平、各类固废资源化利用水

平持续提升，具体是城镇污水处理率达到
99%，农村生活污水处理率达到 90%以上，生

活垃圾回收利用率达到 45%以上。
森林覆盖率、人均公园绿地面积持续提

升，森林覆盖率达到 19.5%，人均公园绿地面
积达到 9.5平方米，生态系统功能逐步恢复。

《规划》指出，到 2025年，上海地区碳排

放总量确保达峰，单位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
放强度持续下降并完成国家要求。

如何实现碳达峰？《规划》指出，要把降
碳作为促进经济社会全面绿色转型的总抓

手，持续推动能源、工业、交通和农业“四大
结构”调整，广泛践行绿色低碳生活方式和

消费模式，加强应对气候变化体系建设，高

标准建设一体化示范区、自贸区临港新片
区、崇明世界级生态岛和五个新城等一批绿

色发展新高地。

此外，《规划》还要求将绿色发展全面融
入经济社会发展全过程和各领域，统筹谋划

有利于推动产业、能源、交通、建筑等领域节
能降碳的政策举措和重大工程，协同推进应

对气候变化与环境治理、生态保护修复，降低
碳排放强度。

本报记者 郭剑烽

到 2025年，空气优良率稳定在 85%左右

    这几日， 一位西安妈妈带着 2岁男孩

进女厕如厕又吵上了热搜。 有人斥责家长
不尊重他人隐私， 有人斥责这样的行为是

“要全世界迁就自己孩子”， 也有人据理力

争“难不成让 2岁男孩自己上厕所”。

其实，这几年，带异性儿童上厕所、换
衣服引发争吵， 继而大动干戈的新闻时有

发生。一方面，因为双方争吵情绪过于激动

使得纠纷升级，另一方面，越来越多的人意
识到，“第三厕所”“第三更衣室” 应该变成

“人情味”的城市绕不过去的标配。

不少人存在一定的误区，认为“第三卫
生间”只和怀抱婴儿的母亲、坐着轮椅的残

障人士有关，但实际上，家有老人、小孩的你

我他，都是这样的城市公共配套服务的受益
者。 在 2016年国家旅游局发布的《关于加快

推进第三卫生间（家庭卫生间）建设的通知》

里，“第三卫生间”定义为在厕所中专门设置

的、为行为障碍者或协助行动不能自理的亲

人（尤其是异性）使用的卫生间。 然而，第三

厕所确实面临着数量不足、 位置难寻的问
题。 2019年的一项数据显示，哪怕是在城市

文明发展较好的上海，第三卫生间配置比例也
只有 14%。 甚至，在这些为数不多的第三厕所

里，还有不少导引标识不清或者关闭不开放。

厕所看似是一件小事，实则是一把关乎

城市文明的标尺， 折射出城市的人性化、精

细化治理。 其实，2016年年底，住建部修订
的《城市公共厕所设计标准》就曾要求，城市

中的一类固定式公共厕所，二级及以上医院
的公共厕所，商业区、重要公共设施及重要

交通客运设施区域的活动式公共厕所，均应
设置第三卫生间。 近年来，第三厕所的配置

也成为城市规划里的重要细节。 在我看来，

有孩童的家庭当然需要约束孩子的不雅行
为， 但公共空间也应该让第三厕所成为标

配，多为亲子出行提供便利，否则，儿童友好
型社会难免会沦为一纸空谈。

《上海市生态环境保护“十四五”规划》公布

“十四五”期间，上海 PM2.5
年均浓度要控制在 35 微克 / 立
方米以下，空气质量指数（AQI）
优良率稳定在 85%左右，六成以
上的主要河流断面水体水质达到
或好于 III 类，95%以上的受污染
耕地和污染地块得到安全利用，

近岸海域水质优良率稳定在
14%左右。昨天，上海市生态环境
局公布《上海市生态环境保护“十
四五”规划》（以下简称《规划》），
提出了生态环境质量、生态环境
治理、绿色低碳发展等三大类 20
项指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