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人大代表只有真正贴近居民，知道他们

想什么，才能更好地为他们服务。”冯云海是
徐汇区第十六届人大代表，现任上海市第八

人民医院党委书记。履职期间，从大华医院到
徐汇区中心医院，再到上海市第八人民医院，

虽然工作单位转变，但他始终怀着一颗“倾情
为民”的赤子之心，守护百姓健康，竭力构建

和谐医患关系，坚持办好百姓身边的医院。

走访听民意 真心换真心
2016年 11月，时任大华医院党委书记的

冯云海当选徐汇区人大代表。联系选民时，他

发现居民区部分老人就医比较困难，特别是
孤老和困难群众的开药、就诊及住院等问题

比较突出。有多名老人谈及“看病太不容易”，
乘车、挂号、候诊、检查、拿药，要花费一个上

午甚至是一天，“真的很怕去医院，医生要是

能来小区就好了”。
听了这些，冯云海回到医院后，立即召集

班子研究医生进小区行动。随后，大华医院 5

个党组织对接了 5个居委会，以党建带共建，

定期为小区居民送去健康咨询、健康讲座等。
每逢“学雷锋纪念日”“志愿者日”，以及一些

节假日，更有医院党员志愿者带头进小区义
诊、送药。另外，如果碰到恶劣天气（台风天）

等，小区孤老需要转移，医院也会为他们提供
床位。

冯云海记得，当时小区里有一名住在 5

楼、常年患有耳疾的孤老，其年事已高，很久

没有下楼，根本无法自行就医。他作为耳鼻喉
科医生，得知这一情况后，立马带上医疗器械

和药品，到老人家中为其诊治。老人非常感
动，连连说“感受到了组织的温暖”。“只有深

入基层群众，给予他们医疗卫生支持，才能让

他们感受到实实在在的温暖。”冯云海说。
真心换真心。在寒冷的冬天，医院志愿者

去小区义诊时，居民会自发拿出家里的羽绒
服或者毯子，给志愿者御寒。这些暖心的举动

都让医患关系更加和谐了。

提升满意度 口碑定奖杯
“作为人大代表，又是基层干部，深知自

己肩上的重任，时刻牢记为人民服务的宗旨，

强化服务意识，提升病人满意度。”为抓好医
疗质量服务水平，大华医院开展了“最美窗

口”评选活动，冯云海主张完全随机抽选地区
普通居民作为评委，对全院所有窗口服务作

动态反馈和评价。“我们要看到最真实的状

态、找到真实存在的问题、听到居民最真实的
评价，服务才能改进和提升，要依据居民口碑

来发奖杯。”
冯云海表示，如今到上海市第八人民医

院任职，将更好地利用专

业知识和所在平台，为周

边居民提供更优质的医
疗服务，倾心打造百姓身

边可信赖的医院。
本报记者 赵菊玲

———徐汇区人大代表冯云海构建和谐医患关系的故事

义诊送药，办好百姓身边医院

“亮瞎眼”
潘高峰

新民随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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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轻一代，为什么不愿意进公园？昨天下

午，10名大学生代表来到团市委，参加上海市
公共绿地建设事务中心和上海市学生联合会

主办的“开门办公园”座谈会。
记者在现场获悉，环城生态公园带建设

市民“金点子”征集活动启动以来，已收到 2

万多条市民建议。在年轻人看来，一座能吸引

“Z世代”（指新时代人群，1995-2009年间出
生的一代人）的“年轻人友好型”公园，应该与

运动、文化高度融合，并且处处充满智能化。
与社区及游客互动、独具特色并体现城市精

神，也是未来公园不可或缺的要素。

提供特色人文活动
大学生代表中，有从小生长在上海的，也

有来沪求学的新上海人；有每周打卡公园的

“公园达人”，也有不爱逛公园的潮流女孩。面
对“公园如何吸引‘Z世代’”的话题，大家从

自身专业和感受出发，提供了很多想法。
高品质的人文活动，是“Z 世代”渴望在

公园中体验的。“文化活动搞起来了，公园就

会吸引我们。”来自东华大学的王诗涵一针见
血。她认为，年轻人爱去文化感强烈的空间打

卡，如果公园在固定时间举办小演出，可以潜

移默化地复兴传统活动。
“目前公园的氛围不吸引年轻人。”华东

理工大学的李丹丹坦言。她说，老年人爱在公
园唱歌娱乐，年轻人却更喜欢类似于融合植

物文化的文化节、小型演唱会、运动交流会、
养生派对等，“建议公园结合自身特色，抓住

年轻人的潮流”。

上海财经大学的俞以航认为，如今戏剧、
歌剧、脱口秀、歌舞、室外观影等文艺类演出，

对年轻群体的吸引力特别大。如果公园能利
用自己室外场所的特性，定期举办类似演出，

年轻人一定会愿意参加。

活动好玩拍照好看
充满活力的年轻人，对运动的需求不言

而喻。除传统公园所能提供的慢跑、快走、羽

毛球等项目外，诸如跑酷、滑板、攀岩等极限
运动，在“Z世代”中也有不少拥趸。因此，公

园中能否提供这样的场地或设施，是决定他
们是否会走进公园的关键。

同时，年轻人热衷于高科技和智能化，公

园的“科技感”也是未来建设中很重要的一

环。可充电的智能座椅、夜间陪跑的感应灯、

运动数据的可视化、采集分时段客流量的电
子屏……这些，都会是吸引年轻人向同伴推

荐这座公园的元素。
此外，公园的“颜值”也被许多爱拍照的

姑娘们提及。从松江赶来的上海外国语大学
学生张子乐表示，公园吸引自己的两点是“活

动是否好玩”和“拍照是否好看”：“徐汇滨江

龙美术馆一带，能滑板、攀岩，能吹江风、遛萌
宠，还能拍大片，很符合我和姐妹们的需求。”

值得一提的是，彰显个性的年轻人也希
望上海公园能各有特色，不要打造成“千园一

面”。比如上海大学的王斌就提出：上海能否
增添一些非遗公园、国潮公园？俞以航则认

为，以萌宠、汉服为主题，甚至以颜色来区分
的“主题式公园”，会是公园很大的亮点。

满足不同人群需求
记者发现，虽然大家普遍认为年轻人不

爱逛公园，但其实 00后对于公园有着深厚的

感情。俞以航对小时候家人带自己去鲁迅公
园游玩的情景印象深刻，而喜爱大自然的华

师大学生冷知霖更是每周要逛两个公园。在

大家看来，公园为来自五湖四海的“新上海

人”讲述着城市独特的环境和风貌，是名副其
实的“城市名片”。因此，公园是否具备无障碍

设施保障所有人的“进入权”，是否能多设置
一些座椅满足“随走随停随坐”的需求，是否

设有咖啡馆、奶茶店、撸猫店……这些对不同
人群需求的满足，在学生们看来，都体现了上

海的城市精神和包容度。

也正因“公园姓公”的特性，公园与城市
居民、游客间的融合与互动，也是“Z世代”们

非常看重的一点。上海交大建筑学专业的杨
行智与同济大学城乡规划专业的许霖熹，所

学专业都与公园建设、城市规划相关，他们不
约而同地提到，公园最好成为使用者生活链

的一部分，甚至在建成后成为“社群性空间”，
邀请社会各方一起加入运维。

“是否能‘点餐式’办公园？比如要办一个
花展，我想看到什么花，或者我明年想看到什

么花，可以在多媒体平台上投票。”针对互动
性，俞以航提出了一个很有趣的建议。这，或

许是这一代特立独行的年轻人，对于公园未
来发展最具年龄特色的想法之一。

本报记者 金旻矣

高科技、高颜值、智能化、活动多……大学生代表畅所欲言

未来，什么样的公园吸引年轻人？

    人们常用 “亮瞎眼” 来形容光线太

强。没想到，最近这种调侃竟然成真。不
过被亮瞎的是“电子眼”———电子警察。

我们都知道， 电子警察是拍车牌来
锁定违法车辆的。 据媒体报道，近日，上

海宝山警方发现， 有大型货运车辆在车
牌周边加装强光 LED射灯，遇到电子警

察时瞬间亮灯，“亮瞎”电子警察，致其因

画面曝光过度而无法辨识号牌。

这些车为啥要挖空心思对付电子警
察？警方调查发现，加装射灯的多为运输

企业车辆，大多存在超载超限违法行为。

今年 10月 24日， 警方一举查获 3家运

输单位的 33辆违法货车。如此面广量大
的违法令人震惊， 也说明这并不是个人

行为，而是有组织的集体违法。 为此，涉
案单位的 3名负责人被警方拘留。

这么多年，为了“多拉快跑”，货运车

辆动过种种脑筋。记得人工执法为主的年

代，有的车队专门配备对讲机，正常车在
前，超载车远远跟随，一旦发现前方有检

查就通风报信，让超载车辆绕道，结果搞
得警方执法像谍战片，斗智斗勇。

如今电子警察执法， 超速超载的车
主又有了“亮瞎”电子警察的歪点子，可

谓无所不用其极。开过车的都知道，夜间
行驶最怕有人乱开远光灯， 一瞬间的强

光照射，会让对面车道的司机手足无措，

引发严重交通事故。 而电子警察一般安
装在交通状况复杂、更需要规范行驶或限

速行驶的路段或路口， 在这样的地方用
强光“刺激”电子警察，危险性可想而知。

一直以来，大货车都是严重交通事
故的主角之一。由于天生的视野盲区，路

口右转“包饺子”的惨剧屡屡发生。为此，

警方也想了很多办法， 例如加装视角更

广的后视灯、安装转弯提醒装置等，最近
又在推广“右转必停”的安全规定。

万般谨慎还可能出现疏漏， 何况如
此嚣张的集体违法？仔细想来，“瞎”的其

实不是电子警察，而是那些被金钱和利益
遮住双眼的车主和企业主。 希望更多的

货运企业可以引以为戒， 通过合法经营
积累财富，而不是刀尖舔血、火中取栗。

■ 冯云海 本报记者 陶磊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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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日，金山区朱泾

镇待泾村的花开海上生
态园内，200亩共 40万

株地肤由绿转红，进入
最佳观赏期，受到上海

市区乃至长三角地区游

客青睐，成为秋天的网
红打卡地。

据悉，花开海上生
态园的 200亩地肤花海

为全球最大地肤花海，
最佳观赏期将延续至

11月上旬。
本报记者 陶磊

摄影报道

地肤花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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