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纸质二维码单程票上线
搭 乘 地 铁婚 姻 登 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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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任天宝）记

者从申通地铁获悉，一种新的地

铁单程票——纸质二维码单程票

（见下图）首次在上海地铁出现，

今天起，1、2、8号线人民广场站

试点启用5台“多功能售票机”，

乘客可在设备上扫码购买“纸质

二维码单程票”，还可查询基本出

行信息。这种“照进照出”的纸质

单程票，对偶尔乘坐地铁的市民

和外来游客比较方便。

纸质二维码单程票以票面印

制的二维码为识别通行“钥匙”，类

似于手机二维码，可扫码乘坐上海

地铁全网络所有线路（不含磁浮

线）。与传统的单程票（塑质芯片

卡）相同的是，纸质二维码单程票

按起讫点票价购票乘车，可乘坐一

次，当日有效，不支持虚拟换乘（出

站换乘）；不同的是，传统单程票

“照进插出”，出站回收，纸质二维

码单程票“照进照出”，出站不回

收，乘客可自行留存纪念。

此次试点推出的纸质二维码

单程票，上面直接打印票价、发售

时间、站点等关键信息，比传统单

程票更加透明直观，同时也为未来

轨道交通多网融合的票务系统奠

定了基础。1、2、8号线人民广场

站新增的5台“多功能售票机”，分

别位于3、5、16、19号口自动售票

机旁，以及2号线西端自动售票机

旁。试点初期，现场有工作人员、

志愿者协助乘客购票。接下来，上

海地铁将根据纸质二维码单程票、

多功能售票机的试点情况、乘客体

验反馈等持续改进优化，不断提升

乘客出行体验。

地铁口直通门急诊大楼

本报讯（记者 陆梓华）记

者今天从市教育考试院获悉，

2023上海秋季高考将首次全面采

用“智能安检门+手持金属探测

仪”模式进行入场安检。

为确保考生快速通过安检，

顺利参加考试，市教育考试院建

议大家使用透明文具袋、透明资

料袋放置文具、收音机等考试用

品和日常个人用品；穿着无金属

配件（拉链、皮带扣、发卡、钢圈

等）服装；书包放在家里或交给家

长、老师保管。

此外，考生还应注意以下几

点：

■ 做好个人防护。考前及
考试期间减少聚集和流动，不去

人员密集的场所，当好自身健康

第一责任人。如有发热、新冠阳

性、水痘、肺结核等状况，须主动

向班主任报告（社会考生须主动

报区招考机构），并按考点安排参

加考试。

■ 带齐两证参加考试。考
生参加语文、数学、外语笔试（含

听力）考试，必须凭纸质版《准考

证》与本人有效证件原件（有效证

件含：居民身份证、有照片的社保

卡、驾驶证、护照、军人证）进入考

场；考生参加外语听说测试，必须

凭纸质版《外语听说测试准考证》

与本人有效证件原件（证件同上）

进入考场。

■ 提早出门不迟到。2023

年高考三天为工作日，考生和家

长应充分考虑工作日交通、天气

以及入场安检等因素，合理安排

出行时间及路线，建议至少提前

60分钟到达考点。

6月7日上午语文科目考试，

9:15起禁止考生进入考点，11:00

后考生可提前交卷出场。

6月7日下午数学科目考试，

3:15起禁止考生进入考点，4:30后

考生可提前交卷出场。

6月8日下午外语笔试（含听

力）科目考试，2:45起禁止考生进

入考点，4:30后考生可提前交卷

出场。

6月9日外语听说测试，考生

需根据《外语听说测试准考证》上

考试场次提前45分钟到考点报

到，提前35分钟进入准备室。

■ 考试当日，建议考生随身

携带一件薄外衣，以防开启空调
时不适应室温。
市教育考试院强调，考生务

必仔细阅读考场规则和注意事

项，严格按照要求参加考试。须

自觉遵守考场规则，诚信考试。

警惕网上虚假信息，保护自身利

益，勿存侥幸心理。如有违规、违

法行为将按《中华人民共和国教

育法》《国家教育考试违规处理办

法》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

案（九）》严肃处理。

考生须密切关注上海市教育

考试院“上海招考热线”网站

（www.shmeea.edu.cn）和 就 读 学

校、区招考机构发布的相关信

息。考前及考试期间，保持正常

饮食和作息习惯，注意食品卫生

和营养搭配，注意天气变化，调整

心态，放松心情。

考试结束，考生应听从考点

指挥，带好随身物品，有序快速离

场，切勿滞留考点。

送考家长在考点周边应避免

聚集，服从考点工作人员和警务

人员指挥，考试期间应确保手机

畅通。

申城首次全面使用智能安检门

本报讯（记者 任天宝）“一

站式”就诊！上海地铁又传好消

息！今天起，18号线江浦路站6号

口直通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

新华医院儿科综合楼一楼大厅，市

民搭乘地铁前往儿科综合楼就诊

更方便了。据悉，这也是国内首个

直接接入公立医院门急诊大楼的

地铁通道。

上午9时17分，记者从18号线站

厅闸机口出站，只见墙面上的“6出

口江浦路”标识旁边已经加上了“新

华医院儿科门急诊”字样，顺着标识

走过长长的通道，再经过一段自动

扶梯，就能看到原先的6号出口右侧

有个“新华医院儿科门急诊”新通

道，整个过程历时3分09秒。

记者注意到，此时的6号口新

通道处已有不少市民带着孩子就

医，可以乘自动扶梯到儿科1楼门

急诊大厅，也可以乘坐自动扶梯右

侧的直达电梯前往1—8楼。

“原先我们来看病走的是8号线

2号出口，顺着出口走到儿科大楼大

概需要10分钟，现在走6号出口时间

可缩短一半。”带着孩子来看病的郑

女士说，多走一会儿也没什么，但有

时遇到刮风下雨，小朋友需要用推

车，从地面走多有不便。

18号线党总支副书记陈妮娜

告诉记者，18号线江浦路站在2021

年12月30日刚开线试运营的时候，

就预留了这个接入新华医院儿科

的通道。今年这个通道正式开通，

正好在儿童节这天和市民分享好

消息。接下来一段时间，江浦路站

工作人员和志愿者将在新出口处

做好引导工作，维护秩序。

“跨省通办”首日迎来百余对新人

城有利民新鲜事 我有便民小贴士

本报讯（记者 李一能）今

天是内地居民婚姻登记“跨省通

办”首日，全市16个区级婚姻登记

机关迎来100余对新人“尝鲜”。

上午10时30分，范先生和郑小姐

退掉已经订好的火车票，成为黄

浦区婚姻登记处第一对使用婚姻

登记“跨省通办”业务的新人。原

来需要请假两天回家乡办理，现

在只需几个小时就能在上海完

成，这对新人表示，这项政策真的

很贴心。

范先生来自安徽合肥，郑小

姐来自浙江台州。两人在上海念

大学时相识相恋，并一起留下来

生活工作，恋爱长跑将近10年，今

天终成正果。6月1日是他们的纪

念日，于是选在今天登记结婚。

原本已经买好火车票准备回范先

生的家乡合肥登记，却得知上海6

月1日起开始实施婚姻登记跨省

通办。5月24日电话咨询后，27日

他们作为体验官到黄浦区婚姻登

记处体验办理流程，发现非常方

便，于是就退掉火车票，在31日预

约成功，成为上海第一批使用婚

姻登记“跨省通办”的新人。

历时15分钟，两人完成登记

结为夫妻，和普通婚姻登记业务

相比，“跨省通办”只多了一个居

住证核验流程，因为事先“排练”

过，办理流程非常顺利。郑小姐

告诉记者：“这项政策对新上海人

真的很贴心，早就定好的登记日

居然是政策实施首日，更是幸运。”

黄浦区婚姻登记处的工作人

员表示，今天是“六一”儿童节，是

婚姻登记的传统高峰日之一，共

有84队新人预约登记，其中有8对

选择首日使用婚姻登记“跨省通

办”业务，非本市户籍市民只需任

意一方拥有上海居住证，就可以

在全市任何一个婚姻登记处办理

登记业务。为此，黄浦区婚姻登

记处调整工作时间，优化工作流

程，进行业务培训，在系统内加入

了居住证核验的功能，确保婚姻

登记“跨省通办”工作顺利开展。

市民政局表示，上海作为拥

有1006.26万外省市户籍人口的超

大城市，大量的流动人口对社会

治理，特别是基本公共服务供给

提出更高要求。长期以来，受户

籍和婚姻管理制度的制约，上海

婚姻管理服务只面向1400万本市

户籍人口中的适婚人员，而随着

经济社会快速发展，长期在沪工

作、生活、学习的群众回户籍地办

理婚姻登记，不仅耗费时间、精力

和财力，也带来很多不便，群众对

婚姻登记“跨省通办”的需求十分

迫切。

5月12日，国务院印发《关于同

意扩大内地居民婚姻登记“跨省通

办”试点范围的批复》，上海等21个

省市纳入试点范围，6月1日起实

施。这意味着，在上海生活的2400

余万居民中的适婚人员都将成为

本市婚姻登记的潜在服务对象，将

有效满足群众婚姻登记，尤其是

异地办理婚姻登记的需要；将在

一定程度上打破婚姻登记户籍限

制，实现按居住地办理公共服务

事项的要求，促进基本公共服务

均等化；将进一步打破地域和部

门间的政务数据共享壁垒，实现

婚姻登记管理信息全国联网审

查，提升婚姻登记信息化建设水

平，推动电子政务服务创新；将节

省当事人的经济开支，省去往返

奔波、舟车劳顿，降低婚姻登记成

本，提升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

秋 季 高 考

儿 科 就 诊

■ 今天  时  分，范先生和郑小姐成为黄浦区婚姻登记处第一对“跨省

通办”婚姻登记的新人 本报记者 刘歆 摄

■ 今天上午，地铁  号线江浦路站通往新华医院儿科门急诊的通道闸

门被打开 本报记者 周馨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