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记者 杨洁）明天是

中小学生报到的日子。为加强疫情
防控，保障开学季里的新生安全、顺

利报到，巴士二公司松江车队业务

块根据实际情况，调整部分线路配
车和运能情况。198路途经联明路

幼儿园、九亭第三小学、七宝二中，

该线路配车数由原15辆增至16辆，
早晚高峰间隔由原12分钟，调整至

10分钟。沪松专线途经松江二中，

配车量由原16辆增至17辆，早晚高
峰间隔由原12分钟，调整至10分

钟。199路途经佘山桃源路小学，配

车由14辆增至15辆，早晚高峰由原
先15分钟缩短为12分钟。车队业务

块还根据实际情况，及时调整运营
情况，确保学生顺利上学。

巴士二公司松江车队党支部
将开展连续两日“助力开学季”志愿

者活动，预计近百名车队志愿者踊

跃参加。计划在 8月 31日晚上，车

队机务块将所保管的营运车辆进行

一次全面的车辆设施设备大检查，
对查出的车辆问题和故障，将立即

报修、抢修，杜绝“病车”上路，保障
开学期间营运车辆正常出车。车队

志愿者还将在党员干部带领下，对
所有营运车辆进行“大扫除”，对玻

璃、门板、脚踏板、地板、座椅、拉环、
扶手、空调出风口等部位彻底清洁，

让乘客体验安心、舒适的乘车环境。
松江车队 198 路、199 路和

708 路沿途经过多家中小学校及

幼儿园，为确保学生们能安全进校，
公交志愿者们严格落实疫情防控工

作。8月 31日和 9月 1日早上，志愿
者们还将抵达佘山桃源路小学、松

江二中、新桥中学门口，在学校附
近进行有序的交通疏导，指引车辆

保持安全距离及有序停放，确保校
前车辆不拥堵、人员不拥挤，为跨

入校门的孩子保驾护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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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讯（记者 郜阳）记者获

悉：2021学年上海市中小学生、婴

幼儿住院医疗互助基金集中参保
缴费工作将于 9月 1日正式启动。

2021 学年收费标准保持不
变，仍分两个年龄段收取，具体标

准为：0-5周岁儿童（指 2015年 8

月 31日以后出生）每人 150元，6

周岁及以上儿童（指 2015年 8月
31日及以前出生）每人 130元。本

市各中小学校和中职校在籍在册
学生、幼托机构儿童，可向所在学

校、幼儿园专门设立的互助基金缴
费窗口直接缴纳参保费；散居儿

童，需家长自行到户籍所在地或

《上海市居住证》居住地的社区卫
生服务中心缴费参保。本市户籍

0-2周岁散居儿童续保还可通过
付费通网站（www.shfft.com）、付费

通 App、付费通账单查缴微信服务
号（微信号：ezhangdan）等支付渠

道自助缴费。集中参保缴费时间为

2021年 9月 1日至 9月 30日。9

月 1日起缴费成功后还可通过微

信公众号查询参保情况。

少儿住院互助基金是由上海
市红十字会、市教育委员会、市卫生

健康委员会（原市卫生局）于 1996

年 9月联合创建的公益性、非营利

性的医疗保障互助基金，是本市少

儿基本医疗保障制度的重要补充。
截至 2021年 5月，少儿住院互助基

金已累计为 210.8万人次患病少儿
支出住院和大病专科门诊等费用达

29.9亿元。
市民如需了解更多少儿住院

互助基金参保缴费、住院须知、结
算规定、定点医院等政策，可登录

上海市红十字会官网（www.red－
cross-sha.org.cn）或关注上海市红

十字会微信公众号（shanghaired－
cross）查询。

    “全部改造啊？赞的！真是为我

们做了一桩大好事！”嘉定区嘉定
镇街道桃园小区的居民们，最近走

在路上都喜笑颜开。小区里正在进
行自来水管改造，翻起的部分路面

对大家出行产生了一些影响，但人

们心里都乐呵呵的。因为桃园社区
党总支书记诸海霞说了：“今年大

家的老房子就要启动旧改，屋面、
外立面、共用部位、附属设施，都有

修缮改造计划！”
桃园社区的居民们期盼这个

好消息已久。这个社区面积 23.5万

平方米，居住人口 12000余人，是嘉
定镇街道最大的社区，规模在全区

也是屈指可数。有不少房子是上世

纪七八十年代建造的，亟需改造。

尤其是小区内 16幢“宝塔形”
房屋。诸海霞带着记者来到桃园新
村 85号楼前，只见这种老房造型
特别，一楼二楼住着 6户人家，三

楼四楼住着 4户，再往上两层住着
2户，远远看去，底部大、顶部小，形

如一座宝塔。“当时，这个特别的房

屋设计还获过奖。可是时间一长，
弊端就暴露出来了。”诸海霞说，由

于基础不均匀、沉降及温差等原
因，逐步出现房屋漏水、渗水等问

题，造成居民家中的房顶开裂、墙
面溃烂。“‘宝塔形’的房屋，下层平

台裸露，水排不出去，就会渗漏。尤

其是每到夏天，梅雨、台风、雷暴发
生，老百姓家里一片狼藉。”虽然物

业公司历年来进行局部维修，但是
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渐渐地，

维修资金也已告罄。

“关于旧改的这份建议，我刚
刚做人大代表的第一年就写了。当

时因为资金原因，有关部门虽然给
予了回复，但还是搁置了。”诸海霞

连续担任了两届嘉定区人大代表，
她还记得，自己提出的第一份建议

就是关于百姓住房旧改，“这是老

百姓每天要面对的问题”。时隔 9

年，在嘉定区第六届人大六次会

议，这份建议再次被提出，这一次，
由她与嘉定区人大代表甘永康联

合提交。两人做了深入调研，并提
出若干建议。

诸海霞的努力得到了回馈。建
议提出后，相关部门非常重视。去

年底，嘉定区住房保障和房屋管理
局在对代表建议答复时称：“经与

嘉定镇街道沟通，拟通过旧小区综
合改造对房屋进行修缮，以解决房

屋漏水、渗水等问题。”今年，区房
管局又对旧住房修缮改造项目计

划作了批复，明确了修缮科目与预
算资金等。旧改启动已近在眼前。

“小巷总理”诸海霞，已在社区

基层工作 16年。每天一早，她都像

在看“门诊”：这边高空抛物，那边

邻里纠纷……社区内各种琐事都
找上门来。而在她看来，社会的“肌

体”要充满生机和活力，离不开构
建社会的居民个体的幸福和安康。

有些事看上去可能只是居民“鸡毛
蒜皮”的小事，其实背后都关系到

居民的“喜怒哀乐”。
在她的办公桌上，有一个人大

专属文件夹。翻看那一摞厚厚的建
议答复，主题各不相同：养鸽扰民，

心理咨询室，调整公交线路，失独

家庭关爱，楼道飞线整治……这些
年来，诸海霞所提的建议都是与老

百姓生活息息相关的。
大树扎根于沃土，高楼立足于

基石。诸海霞说，只有和居民群众
坐在同一条板凳上，才能缩短心与

心的距离。“人大代表来自人民，就
必须服务人民。只有融入到人民群
众之中，进百家

门，听百家言，
知百家情，‘人

大代表’才名副
其实。”

本报记者 杨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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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近，一些“网红

餐厅” 又接连被推上
风口浪尖。 原本它们

的“红”，是因为味道
或环境， 现在则是另

一种“红”：消费者发
现其名不副实， 甚至

吃出问题来了。

比如上海新天地
这家入围 “黑珍珠美

食榜” 的荷风细雨餐
厅， 人均消费达 450

元，却因外卖导致十
几人腹泻而被管理

部门查封。 犯如此低级错误，估计
今后想再“红”起来怕是很难。

还有北京的 “胖哥俩肉蟹煲”，

在全国开了 400多家分店， 但承诺

现杀的活蟹， 其实是已宰杀变黑的
“隔夜蟹”； 过期的土豆切掉变质部

分， 闷到发馊变味仍摆上饭桌……

令其“食材新鲜，现宰现杀”的宣传

口号，颇有几分讽刺。

之所以成为“网红餐厅”，一方面

在于经营方用心打造特色，另一方面
也是因为顾客喜爱和支持。但如果商

家获得赞誉后， 忘乎所以飘飘然，不
抓质量、 不把顾客当回事， 所谓的

“红”，恐怕只能是一时的。 与注重口
碑和品质的传统餐饮策略相比，网

红餐厅的运作更像一场来势汹汹的
“闪电战”： 将更多资本倾注在品牌

营销而非产品经营上， 在短时间内

迅速扩张声势， 甚至不惜花钱雇人
营造“红”的假象。需知，食品安全始

终是餐饮行业不可僭越的底线。经营
者脑子里缺少这根弦，免不了到最后

走“一炮而红、一下就死”这条老路。

所以，如何看待所谓的“网红餐

厅”，值得食客们思量。 餐饮品牌的高
知名度不等于高水准， 消费者在网红

店的营销轰炸中需保持清醒， 加强维
权意识，莫被“网红”迷住眼。 如果说

“高颜值”“拍照友好”等是一家餐厅在
其他城市“网红”的门槛，那么在上海，

还有个最基本的底线，就是“品质在
线”。上海人爱吃、懂吃、讲究吃，似乎

是骨子里的基因，代代相传。 “品质”

的要求，可不是光吹就行的。奉劝那些

还在“网红”之列的餐厅，引以为戒、加强
管理、防微杜渐，珍惜口碑。如因盲目逐

利而砸了金字招牌，就得不偿失了。

    本报讯 （通讯员 陈怡 记者

袁玮）加装电梯有了“后续管家”。虹
口区探索引导物业承接加装电梯建

后运维管理责任，结合区情编制了
《虹口区既有多层住宅加装电梯建

后运维管理工作的指导意见》，规
范、明确加装电梯所有权人、使用管

理单位和维护保养单位的权利、责

任和义务。
凉城街道凉东小区建于上世纪

90年代，除 1幢高层是电梯房外，
其余 19幢均为多层，没有安装电

梯，其中 4 号楼老年人口超过
60%，还有老人常年卧病在床，上下

楼十分不便。经过各方努力，凉东小

区 4号楼加装电梯项目于今年 5月

竣工并投入使用。“4号楼是小区内
首台加装电梯，我们都没有经验。小

区的一幢高层本来就有电梯，小区
物业在电梯运维管理方面有经验优

势，把 4号楼的加装电梯一并交给
物业管理，既省心也放心。”小区业

委会主任周徐永说。

今年年初，区房管局指导凉城
新村街道牵头居委会、业委会与物

业商讨电梯建成后的运维管理事
宜，并促成小区业委会与物业于今

年 4月份签订委托电梯管理协议。
根据协议约定，电梯竣工并投入使

用后，由小区物业提供电梯常规安

检、日常保洁和应急报警等服务，

并收取一定的运维管理费。周徐永
告诉记者，目前，小区有 3 台加装

电梯正在施工，还有 2台已通过征
询，后期都会和物业协商由其统一

接管。
8月 17日，虹口区房管局出台

《虹口区既有多层住宅加装电梯建

后运维管理工作的指导意见》，规
范、明确加装电梯所有权人、使用管

理单位和维护保养单位的权利、责
任和义务。该指导意见细化了加装

电梯使用管理单位的责任范围（包
括紧急报警系统管理、 电梯日常维

护保养、 以及因加装电梯新增的围

护结构、 附属设施设备维护等）、运

维资金专项账户、档案资料管理等
内容，并明确规定街道应承担加装

电梯建后维保监管属地责任，确保
加装电梯安全运行。区房管局原则

上引导物业服务企业承担加装电梯
管理职责，提供专业化、精细化的服

务，为“加梯后时代”把好维护关，同

时，探索引入区内人保财险等机构，
为电梯加装的日常维保、人身意外

等加一道“保险”。“物业可以 24小
时及时处理电梯报警，督促维保单

位的排险维修，我们会继续推广和
推动物业承接加装电梯建后运维管

理服务，也会同步研究落实‘质价提

升’等配套机制。”区房管局住房保

障科科长钱炜说。
今年以来，虹口区不断拓宽平

台、优化制度、突破创新，推动加装
电梯成片推进，在实践中，形成“支

部建在项目上”“培育加梯民非社会
组织”“市民监督员”等创新举措。截

至目前，今年全区新增通过征询

189台，完工 55台，在建 101台。接
下来，区房管局将进一步探索推动

“智慧电梯”建设，将加装电梯纳入
城市运行“一网统管”管理体系，建

立应急响应机制，形成闭环管理，把
“民生工程”真正变成百姓欢迎的

“民心工程”。

加装电梯有了
虹口区探索加装电梯建后运维管理

———记嘉定区人大代表诸海霞

为“鸡毛蒜皮事”奔忙的“小巷总理”

2021学年少儿住院基金
9月1日起集中参保缴费

增车辆 调运营 清车厢
松江公交志愿者助力开学季

■ 诸海霞近影 首席记者 刘歆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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