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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这件事
他为何会上瘾

上海闲话
不能颠三倒四

◆ 沈月明 ◆ 潘高峰

为了节省2分钟赶火车时间，市政协委

员邵楠竟然写了一份1400多字的提案。昨

天，我和他谈了谈。

不光因为提案得到66位政协委员联

名，也不光因为邵楠是大上海保卫战中注册

成外卖骑手为市民送药的“网红”。更让人

记忆深刻的，是他2020年在政协专题会议上

“抢话筒”时高喊的一句话“我只讲一分钟”。

这次邵楠的提案《关于优化改善虹桥火

车站通行设施，提高出行效率的建议》，也来

自他的亲身感受。因为工作关系，他经常来

往于长三角。每次乘地铁赶火车，明明算好

时间，却好几次错过。原以为是自己的问题，

但上网一查，很多人有同样困扰，甚至有人专

门做了攻略：提前一站在虹桥机场二号航站

楼下车，步行到虹桥火车站时间反而更短。

邵楠亲身实验，发现以同样速度步行，

竟然相差了2分多钟。他认为这不能接受：

“高铁是精确到秒的，对于一座平均84秒就

有一列火车经过的高铁站，短短两分钟就意

味着错过1.5趟列车。”

多出来的时间去哪了？邵楠发现，主要

是因为从地铁层到二层步行过程中，每层都

要绕行很长的铁栅栏。为此他建议，“乙类

乙管”之后，要尽快取消虹桥高铁站铁栅栏

等阻碍出行的临时性设施，提高群众出行效

率。同时检查上海站、上海南站等交通枢纽

是否也存在同样情况。他认为，这只是城市

管理中的微小细节，却事关上海的整体形象。

很多政协委员听了邵楠介绍，不需要动

员，都说“同感，联名！”邵楠认为，大家都有

痛处的，就是值得改变的。

当委员以来，邵楠提案80%以上都事关

民生民情，是名副其实的“民声委员”。邵楠

说，上海是他最热爱的城市，所以看到她脸

上哪怕有一点点瑕疵，心里都会很痛，会睁

大眼睛去寻找，还有哪些可以让她变得更好

更优雅的地方。

两年前，邵楠提过关于方便上海巡游出

租车司机上厕所的提案。当时全市有2000

多个公共厕所，但真正能让出租车司机停车

如厕的只有不到10个。提案后，交警总队

组织了500多警力在全市梳理调整，最终解

决了问题，还把临时停车时间放宽到20分

钟。事情看起来很小，但对上海10万出租

司机是天大的福利。

后来有一次，邵楠和同事打车时谈到这

个问题，同事自豪地说，就是坐在后座的那

个人建议改善的。没想到，下车时司机说什

么都不肯收钱，邵楠把车费扔进车里就跑，

司机竟然追了出来，最后还是同事偷偷扫码

支付才作罢。这让邵楠特别感动：你为群众

做了一点点小事，人们都会回报你很多，这

种被需要的感觉，这种对他人有意义的感

觉，让人上瘾。

在上海市政协，像邵楠这样的委员有很

多。他们有的登高望远，为上海的未来发展

建言献策；有的俯下身子，为百姓的急难愁

盼奔走呼吁。他们都没有辜负人民所托，没

有辜负政协委员这个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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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文化空间已是上海最生动的城市新名片，这些场所无论

是在建筑设计、功能多样化方面，还是在数字化、智能化的先进性

方面，都赢得了公众的赞誉和赏识，迅速成为“网红打卡地”。“网红

打卡地”远不只是颜值高，背后的韵味，或许通过公共文化空间旅

游“标品”服务功能的解锁和完善，更加未来可期。

建议将上海文化空间进行相应分级。“可以将上海的文化空间

进行相应分级，普通级的场馆，专业级或者特殊场馆配备相应层级

的讲解服务，并设立‘讲解人力资源库’，允许相应人员持证进入相

应空间内，为旅游团体提供讲解服务，并定期进行讲解质量的跟踪

和测评。”

目前，上海各区市场监管机构都有公司章程样本和股权转让

协议样本，大大方便了企业的开业、变更登记，为企业的设立和发

展提供了良好的政策环境。但各区对于样本的使用有不同的解

释，不利于企业的登记管理。

就市场管理机构扩大公司章程和股权转让协议文本的企业自

主权，建议最大限度给予企业章程和股权转让协议中的权限，让市

场主体自己决定自己的内部管理形式和方法。市场监管部门在现

有框架下，要鼓励企业对管理模式进行更多创新和发展。鼓励企

业用承诺制方法解决僵尸企业的难题。此外，各区尽可能采取统

一的口径解释样本的使用，以支持更多的企业恢复、壮大和发展。

切实提升护士各项待遇
工作压力大、职业风险高、薪酬待遇低等因素，导致护士工作

满意度低、就业稳定性低、离职率高。而一些特殊的岗位如急诊科

护士，承受职业压力更大，极易引起职业倦怠。

建议各级医院应建立更合理的绩效考核机制，提升护士薪

酬水平，提升护士职业价值感。在特殊时期的特殊岗位应有完

好的奖励机制，让奖励机制体现特殊岗位价值。建立更加科学

合理的职称晋升体系，在临床一线护士职称晋升名额上有所倾

斜，让广大临床一线护士更有职业成就感和前途感。为有家庭

照顾需求的护士提供更多的帮助支持，给临床一线默默奉献的

护士一份慰藉。

搞活地摊经济让城市更有烟火气

公共文化空间服务功能需完善

扩大“公司章程”等样本权限 让“人文约两千年”实地化可视化
目前，上海体现“考古约六千年”的场所，有遗址馆（如元代志

丹苑水闸）、广富林遗址公园等。体现近代史的，有“建筑可阅读”

文旅融合项目。而中间的“人文约两千年”，虽有一些零星设施，较

之上海悠久丰富的人文历史而言，仍缺乏系统性、全面性，在城市

整体规划上，尚属空白。

建议以上海博物馆馆藏上海历代人文墨迹为实物支撑，真正

让文物活起来、走向大众，从而提升城市文化软实力。以上海博物

馆东馆“海上书画馆”常设主题展及其学术成果为基础，引领各区

将关涉“人文约两千年”的历史人物或活动地带，真正让上海的“人

文约两千年”实地化、可视化，走进城市的角角落落。

要加快健全、完善分级诊疗体系，首先要实现信息共享、互联

互通，解决各层级医疗机构与疾控的信息系统的对接问题，利用先

进的信息技术进行监控预警、信息发布、风险评估，随时动态监控

公共卫生突发事件的各个环节。

进一步加强优质医疗资源向区属医疗机构下沉，研究制定对

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扶持政策，在经费方面给予持续支持，加

大对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人员经费、设备配备、特色科室建设等方面

的财政投入，医保部门就医保资金结算及报销政策方面按照分级

诊疗制度建设的要求，向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倾斜。要将社区

卫生服务中心报销的比例和起付线享受首诊基层定点医疗机构政

策。鼓励三甲医院医师优先到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多点执业等。

加快健全完善分级诊疗体系
地摊经济在提升城市经济活力和烟火气方面拥有重要作用。

建议探索分区分类分级规划等相关机制做法，如按区域进行合理规

划配置一部分需求较为刚性的地摊经济发展空间，中心城区、五大

新城、郊区区域等，按照各自需求和特征合理设置包括小吃街、早

摊点、夜市等大中小型摊贩经济营业区域，同时注重保留一定的灵

活弹性空间，以城市经济和民生发展需求为根本考量其发展空间

合理性，并切实在非重点禁止区域内提高地摊经济发展的宽容度。

从政策指引、税费配套、摊位费用等方面也要进行探索和整体

设计，形成一套较为规范的体系。让人流动起来，让城市活跃起来，

让不同收入群体都能找到自己的舞台，增厚上海城市的烟火气，助

力部分有潜力的地摊经济孕育发展成为更高能级的经济形态。

本次上海两会，杨昕巍代表提出：希望

上海全市地铁站加报上海话站名，推动保护

上海方言。这当然是一个有意义的建议。

但对于上海方言的糟糕趋势而言，这只能起

到一点象征性的效果。

我印象中代表委员呼吁保护上海方言

至少也有20年了，我们也看到一些对应措

施，比如部分公交车报上海站名，但情况显

然没有根本性的好转。目前的趋势是使用

人口持续减少，而且越来越“普通话化”和

“别字化”。

吴方言学者褚半农写过一篇文章《上海

方言现状及思考——兼论沪语传承中的媒

体责任》，对当下沪语传播的种种怪现状提

出批评。

就说公交车报上海话站名，本来是好

事，要是报的就是错的，就变成错误示范

了。比如闵行的顾戴路，公交车报“顾da

路”，但这个“戴”指的是“戴家塘”这个地方，

所以应该按姓氏念，那就是“顾dai路”。另

外“宜（ni）山路”读成“yi山路”，“蒲（bu）汇

塘路”读成“pu汇塘路”，不一而足。

现实生活中的“洋泾浜”上海话那就更

多了。特别是年轻一代，他们的上海话和

父辈已经有很大差异。首先是语音语调的

变化。比如我（wo），念成吾，金融（yong）

念成金融（rong）等等。然后就是大量引入

普通话词汇。比如“天交关冷”，直接用上

海语音念“天真冷”“天太冷了”。“冷陌生

冲过来一部脚踏车”直接讲成“突然冲过来

一辆自行车”。沪语特有的词汇及韵味荡

然无存。

一个很现实的问题是讲上海话的语境

越来越少了。曾经有一个“段子”：上海现

在是内环内讲英语，中环内讲普通话，中环

外讲上海话，虽然夸张但并不好笑。大部

分工作和商务场合，上海话让位于普通话

可以理解，甚至是应该的。但现在在社交

场合、家庭场合，上海话讲着讲着就变普通

话了，哪怕是一堆上海人，一个原生的上海

家庭。

上海话文字传播中还有一个毛病是胡

乱听音造字。很多上海话是有确切的本字

的，流传有序。比如弹街路，现在有写弹格

路、弹硌路，甚至蛋格路的。弹街路上海“特

别市”文件里就是这么写的，而且每个字都

有其含义。褚半农很想不通 ，为啥自媒体

甚至一些正规出版物，“做啥”写成“组撒”，

“暖热”非要写成“暖捏”。“上海宁”“切饭”

“米道”“旁友”“阔以”，这些刻意想体现上海

语音的写法，到底该如何规范，值得探讨。

弄得不好，可能导致方言的混乱。

当然语言从来是变动不居的，会受到经

济文化的深刻影响。但我们不能眼看着一

种历史悠久、极富内涵的方言变得越来越乏

味、越来越平庸，甚至越来越颠三倒四。遗

憾的是，现在抓起确实有点晚了。比如你想

找一个合格的幼儿园沪语老师难上加难。

但如果我们因此而无所作为，未来将会更加

遗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