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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思想强党性重实践建新功

记者调查

上海媒体优秀品牌 创于    年

陈女士：轨交  号线早

高峰时客流拥挤，嘉定新城、

马陆、陈翔公路几个客流大

站很难挤上车。建议轨交部

门适度增加轨交  号线早

高峰开行班次，请核实后酌

情采纳。

朱先生：青浦区漕盈公

路北盈路口附近，早高峰 8

时左右时常有拉货的车辆

在漕盈公路上违停，导致此

路段时常出现车辆拥堵现

象。希望管理部门核实后予

以整治。

顾女士：嘉定区徐行镇

徐行村泾角   号房屋漏水，

村民居住存在一定安全隐

患。希望有关方面核实后协

调处理。

施先生：根据随申办查

询的运行到站时间，发现浦卫

线时常出现晚点较长时间的

现象。希望运营部门核实情

况后改进工作。

徐女士：虹口区江湾镇

街道吴家湾路  弄   号楼

栋的加装电梯工程去年就开

工了，基坑都已挖好，但不知

什么原因停工了。施工方至

今未对基坑采取防护措施，

对楼内居民进出造成安全隐

患。请有关方面核实后采取

整改措施。

志愿者 刘硕今 整理

打着研学的噱头，实际却是旅游团
活动安排不尽合理 从业人员良莠不齐

“参观北大清华校园”“全程深度讲
解”“让孩子玩得开心，学得深入”……今
年暑假，形形色色的研学游引爆旅游市
场。历史文化研学、科技研学、生态研学、
乡村研学等，从几千元到几万元，品种、价

格五花八门。部分平台打着研学旅行的
名头，既无“研”也不“学”，且出现活动安
排不合理、从业人员良莠不齐的情况。不
少家长向本报夏令热线反映，高收费“研
学游”名不副实。

货不对板 只游无学
“原本想让孩子出去长长见

识，也能让自己轻松一些。没想到

体验下来非常不好，连基本的旅游

团队都不如，太失望了。”市民崔女

士告诉记者，七月初时给四年级的

女儿在亲子旅游平台“麦淘”上报

了名为“升级版—圆梦首都—跟着

课本游皇城北京”的研学活动，不

含交通交了6580元。

出发前，“麦淘”承诺家长：带

孩子参观清华北大的校园，游玩环

球影城、圆明园、长城、故宫博物

院、国家博物馆、体验升旗仪式等

活动，但是真正体验下来，清华北

大因无法预约未能参观，国家博物

馆换成了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

馆和中国科学技术馆，天安门升旗

仪式因团队工作人员失误导致无

法观看。

崔女士反映，除了临时变更应

有项目，别的项目也有“打折”现

象。“这个项目分高阶团与普通团，

差价2000元，我们报的是前者，主

要体现在住宿升级，还包含环球影

城的三张‘优速通’和主要景点配

备讲解器等服务。但是用‘优速

通’游玩的项目，只有一个是大项

目，其他两个都是人少的小项目。”

除此之外，宣传中说的“全程

讲解器配备”也并未体现，故宫、颐

和园、圆明园都是走马观花式讲

解，科技馆、长城均没有安排讲解，

科技馆中最精彩的部分也没有体

验到。

同样给三年级儿子报名了该

团的王女士表示：“奔着参观清北

去报的名，结果现在重点的研学场

地都没去成。打着研学的噱头，实

际却是旅游团，收费还更高了！”

学生带队 安全存疑
记者询问了报名该研学项目

的其余家长，32位家长中有18位

都对本次活动表示不满意。有家

长反映，之前宣传里说的是不低

于1：6的师生配比，但实际只有4

个老师全程陪同，还有两位只是

偶尔出现一下。根据参加活动的

学生反映，有一位老师明确表示

自己是研究生在读，另外的则是

大学生兼职。家长们得知消息后

立刻联系“麦淘”，要求提供老师

们的资格证明，但平台方只说其

中有两位是正式员工，其他不是，

且未提供带队老师的导游证、聘

书等相关证明。

“整个团队只有一到两个有经

验的老师，看护能力堪忧。之前承

诺的定位仪也没有配发，晚上还要

统一收掉孩子的电话手表。”据了

解，原先“麦淘”考虑到暑期景点人

多，承诺给每个孩子配发高品质定

位器，实际到景点后却并未下发。

“更让人担心的是，我儿子回来后

我才知道，爬长城时因为游客比较

多，他直接被其他大人挤得摔下台

阶滚了好几圈，关键是没有跟团老

师看到！”王女士说。

崔女士也表示：“孩子说，团队

平时都是一个老师前面领路，一个

老师后面收尾，剩下两个老师在中

间，经常有人流把队伍冲断，小朋

友总是要找队伍，想想真是后怕。”

除了安全问题，餐饮配备也不

尽如人意。原先合同中标明的每

天餐标500元，但实际配餐经常以

油豆腐、青菜、豆芽等为主。

安排不周 行程不定
家长们反映，此次研学游的行

程安排也有很大问题。比如，行程

中最热的一天安排爬长城；安排看

升旗的前一天去了环球影城，晚上

10时多才回来，完全不考虑第二

天凌晨要起床的情况；最后一天原

定的升旗仪式没看成，临时安排了

一顿规格高一些的午餐，但吃饭地

点距离火车站很远，带着小朋友们

在高温下奔跑，吃饭15分钟，又奔

到火车站，这一路太折腾。

记者联系了“麦淘”客服。对

方却表示，只跟顾客进行订单情况

的沟通。记者向投诉的家长了解

到，目前“麦淘”方面同意赔付1.5

天的费用，但家长们并不满意。从

“麦淘”反馈给家长的情况看，平台

方面遇到的最大问题是，这个暑假

北京旅游市场火爆，不可控情况很

多，高校和景点的预约受到限制，

遇到了不少“临时加码”的规则和

通知。

记者了解到，预约难的现象在

今年暑假特别突出，研学团的日程

安排变成了“拆盲盒”。“麦淘”给家

长的反馈信息也表示，当时尝试了

各种办法预约国家博物馆、北大清

华等，始终预约不上。某研学领域

从业者也抱怨说：“现在大家都变

成了抢票机器，第二天的行程都像

开盲盒，我们自己都是茫然的。”

有价值的研学游，从课程设

计、市场主体资质、从业人员资质

到安全性，都应有相应的规范内

容，研学旅行指导师也应具有一定

的学识和教育水平，能够把教育和

旅行资源有机融合。随着研学旅

行市场需求不断释放，旅行社、校

外培训机构纷纷抢滩研学旅行市

场，但“挂羊头卖狗肉”的现象让真

正的“研学游”背了锅。

本报记者 叶薇 志愿者 赵冰琰

黄浦区市民陆女士向新民晚

报夏令热线反映，76岁的母亲是二

级肢体残疾老人，三年骨折过三

次，不得已要搬回茂名南路159弄

新式里弄房底楼生活，但共用的卫

生间在2楼，老人上厕所、洗澡十分

困难。求助了多个部门，“助残适

老项目”行不通，旧改等不及，自行

改造算违建，物业改建又不敢。残

疾老人套内改造卫生设施受阻，日

常生活起居遭遇难题，该怎么办？

陆女士的母亲戴阿姨从小身

患残疾，持有二级肢体残疾证，还

患有严重的骨质疏松症。三年来，

老人的脚部、腰椎骨折过3次，外出

要使用轮椅，行走要靠助步器支

撑。为生活进出方便，老人搬回茂

名南路159弄底楼老房子居住。

茂名南路159弄建于20世纪

30年代，属于新式里弄，也是文物保

护点，是只有使用权的老公房，产权

由卢湾公房资产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下属永嘉置业管理。承租人陆女士

的房屋位于底楼前间，只有22平方

米。共三层原始设计为一家一户的

整个楼栋，现有8户居民，卫生间合

用，共用卫生间在2楼。

今年3月，陆女士收回了之前

出租的老公房，着手装修给老母亲

居住。但要爬2楼用卫生间，实在

是艰难，弄不好又会“伤筋动骨”。

陆女士咨询、求助街道、残联、

居委会、永嘉置业等多个部门，当

前的“助残适老化民生项目”不能

帮她在室内增添抽水马桶、洗浴设

施。她想自行在套内隔出卫生间，

但遭到举报，被物业叫停整改。她

向“夏令热线”求助：有没有办法给

肢体残疾、行走不便的老人提供日

常生活的基本便利？

记者向瑞金二路街道、茂名社

区居委会、永嘉置业公司反映情况

后，多部门派人和记者一起到陆女

士的老公房处查看。房门上贴着

《违建整改通知书》的屋内，装修已

停工，老人坐在轮椅上（见图 王军
摄），客气地说：“给大家添麻烦

了！我不占公用部位，能正常过日

子就行，拜托大家帮帮残疾人。”

据了解，今年4月、5月，老人两

次给永嘉置业写过承诺书：房屋装

修后，由老人本人居住，如出租、转

售，将拆除屋内卫生设备。这是永

嘉置业最终同意在老人房内“安装

马桶但不排管”的先决条件，这也是

他们在法律法规框架内能为老人做

的事情。尽管利用生物降解原理的

马桶，会持续散发异味，但老人和家

属对此已感激不已。可要进一步解

决洗浴难题，就触碰“红线”。

永嘉置业负责处理此事的范

先生说：“我们很同情老人，也设身

处地地为她想过办法，但受限于

《上海市城镇公有房屋管理条例》

和《上海市住宅室内装饰装修管理

办法》相关规定，能否区别对待老

公房里残疾老人卫生设施改建，主

管部门并没有相关政策。”

那么，现有的“助残适老化改

造项目”也行不通吗？街道、居委会

工作人员回应道：现有的民生改造

项目，都立足于提升已有的生活设

施，但解决不了“从无到有”的问题，

只能等旧房改造计划。居委会的

“块长”补充道，残疾人可以预约申

请爬楼机服务。但老人上厕所、要

洗浴，怎么可能天天预约“爬楼机服

务”？街道残联回复记者，除了要符

合一定的伤残级别、民政部认定的

低收入困难群体外，还要具备可改

造条件，才能由残联出面改造无障

碍设施，即使自己出资也不行。

陆女士说，全市不少街道已开

展新式里弄房的卫生设施改造，为

“72家房客”量身定制加装“独卫”，

但自己的老母亲等不及。她希望，

能否在房管部门的专业指导下，为

残疾老人自行改善卫生设施留一条

路？截至记者发稿前，街道、永嘉置

业再次来电，表示将尽可能满足老

人的卫生设施改善需求。他们也提

出，对待特殊群体，希望相关部门能

细化政策，执法更加人性化，在不侵

占公共空间的情况下，照顾到残疾

人合理的生活改善需求。

本报记者 王军

残疾老人遭遇如厕洗浴难
试图改造发现“此路不通”

留言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