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沪语何时繁花开？
曹 刚

新民随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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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新闻

本报讯（记者 金志刚）自1月15日起，

铁路部门优化车票改签规则，扩大车票改

签范围，旅客在开车前和开车后当日均可

改签预售期内车票，将进一步便利旅客购

票出行。

按照现行规则，火车票在开车前48小时

以上，可以改签预售期内任意车次；开车前不

足48小时以及开车后，仅可改签乘车日24时

之前列车。

新规实施后，车票改签范围扩大。旅客

在开车前和开车后当日均可改签预售期内车

票，开车前48小时以上的，不收取改签费；开

车前不足48小时以及开车后的，改签乘车日

期之前（含当日）车票的，不收取改签费，改签

乘车日期之后车票的，根据办理时间梯次核

收改签费。具体改签规则，旅客可通过铁路

12306网站和车站公告查询。

火车票改签规则优化后，旅客办理改签

的选择更多，调整行程更加方便。

同时，铁路部门提示，铁路12306网站

（含客户端）是中国铁路唯一官方火车票网

络售票平台，从未授权任何第三方平台发

售火车票。旅客通过第三方平台购票，不仅

会遭遇附加费、捆绑销售等“陷阱”，还可能

存在个人隐私信息泄露风险。请广大旅客

一定要通过铁路官方渠道购票，认准12306

官方网站和“铁路12306”官方App，同时确

认票款的收款方为“中国铁路网络有限公

司”，避免后续退票、改签时无法收到应退

款项。

昨天，在中共四大纪念馆举行的“强基固

本 力量之源”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

会召开99周年系列活动中，最年轻的代表阮

章的照片正式列入展陈。

99年前的1月11日，中国共产党第四次

全国代表大会在今虹口区东宝兴路254弄28

支弄8号处一座名为广吉里的弄堂内召开。

当时共有20位代表参加大会，但遗憾的是，

一直以来四大纪念馆内独缺阮章的照片。

2003年以来，虹口区委党史办、中共四

大纪念馆等单位坚持不懈地进行阮章史料征

集和照片找寻工作。2014年起，新一轮阮章

史料征集和照片找寻工作展开，历时十年，走

访13个城市，终于查实阮章中共四大代表身

份并确认照片，并在2022年9月7日中共四

大纪念馆开馆10周年之际为阮章揭开真容。

活动现场，阮章的侄子阮宝胜向中共四

大纪念馆捐赠珍贵藏品，阮章肖像入展仪

式举行。阮宝胜说，这张照片摄于1919年，

阮章毕业回唐山时将照片底片带回了唐山老

家，被家人珍藏至今。 本报记者 解敏

电视剧《繁花》犹如“冬天里的一把火”，

“点燃”了黄河路。尽管已经剧终，但黄河路

的热度仍在攀升，源源不断的客流向这里涌

来。1月9日，有网友发现，黄河路与凤阳路

口已装上临时信号灯来维持秩序。

本已冷清萧索的小马路再次迎来“春

天”，一跃成为上海马路中的“顶流”。但突

如其来的火爆也导致本就不宽的小马路人

车混行，埋下交通安全隐患。黄河路的客流

量到底有多大，交警又如何管理？昨天下

午，记者到现场一探究竟。

冷清小马路变闹猛了
昨天下午3时许，沿黄河路由北向南前

行，一路上人挤人。在南端起点的黄河路

路牌处，大量市民合影留念；“老上海葱油

饼”店前，近30人排起长龙；北端的国际饭

店西饼屋前，顾客从黄河路一直排到南京

西路。

苔圣园酒家无疑是最热门的打卡地，饭

店对面的路口挤满了仰头拍照的市民游客，

还有不少举着手机直播的人来回穿梭。“繁

花”“宝总”“汪小姐”“至真园”“老上海”等成

了大家口中的热词。25岁的李雨晨和朋友

在苔圣园酒家门前合影留念。这是李雨晨

第一次来黄河路，住在浦东新区鹤沙航城地

铁站附近的她，乘了1小时地铁特意前来打

卡，“没有想到人这么多”。

黄浦公安分局交警支队一大队副大队

长黄俊告诉记者，《繁花》没播出前，黄河路

只是一条冷清的小马路，如今机动车和行人

都多了起来。

辅警周枫乔从昨天上午7时起在黄河路

凤阳路口执勤。他观察发现，上午7时至9

时的客流量相对较少，9时起逐渐增多，晚上

客流量最大。

疏导之后秩序平稳了
小马路迎来大客流，警方及时作出应对。

昨天下午3时许，记者发现有近10名民警分散

在黄河路与凤阳路的路口疏导车流、引导人

流。黄俊说，为了应对大客流，黄浦交警支队

和南京东路派出所合作，增派警力加强管理，

“交警主要负责机动车与非机动车的疏导，派

出所则重点引导人流在上街沿通行”。

据介绍，1月9日晚高峰，黄河路与凤阳

路的十字路口处装上了临时红绿灯，辅助民

警管理这个路口。记者发现，有了红绿灯

后，人车冲突大为减少。1分钟的绿灯时间

里，近30辆非机动车、10辆机动车和超过50

名行人通过路口，道路秩序平稳。路口还有

喇叭声持续提醒市民游客：“不要在路口停

留，请尽快通行。”

72岁的蒋家华住在石门二路附近，以前

每半个月会来一次黄河路。昨天下午，他骑

行至黄河路凤阳路口时，这里的热闹景象让

他吃了一惊。对于警方及时加强管理，他认

为很有必要：“装了临时红绿灯，站在马路中

间的人少多了。”

黄俊告诉记者，根据黄河路的人流特

点，遇到周末或工作日晚高峰，警方会在北

京西路黄河路口增设一个疏导岗位，引导积

压车辆尽快通行。一旦客流达到峰值，还会

在南京西路黄河路口实施机动车限流措施，

避免人车混行带来的交通安全隐患。

本报见习记者 陈佳琳

今开售春运首日火车票
计算好新票开售日期 注意各车站起售时间

记者昨天实地探访：一路人挤人 添了红绿灯

黄河路现在到底有多火？

 月  日起火车票改签规则优化
开车前和开车后当日均可改签预售期内车票

“最年轻代表”
阮章肖像入展

2024年春运自1月26日开始，至3月5

日结束，共40天，其中节前15天、节后25

天。根据目前铁路客票预售规则（预售15天

内火车票），2024年春运首日（1月26日）的火

车票将于今日正式发售。

条件允许可避峰出行
铁路部门相关人士表示，春运期间，节前

从上海始发的返乡火车票一般都比较紧俏，

而且越是临近除夕（2月9日），车票就越紧

俏。“尤其现在高铁占比很高，返乡旅途时间

并不是那么长，所以很多人会选择临近除夕

才出发，使得除夕前一周购买车票比春运刚

开始的那一周更为紧张。”

因此，一方面，如果条件允许，旅客可避

峰出行，选择早一点的时间返乡，火车票相对

好买一点；另一方面，要按照火车票预售期

15天（含当日），倒推计算好新票开售日期，

第一时间去抢票，比如，1月24日可售2月7

日（腊月二十八）火车票，1月25日可售2月8

日（腊月二十九）火车票，1月26日可售2月9

日（除夕）火车票。

注意各车站起售时间
除了计算好新票开售日期，还要注意各

车站起售时间，因为不同火车站车票网上起

售时间并不相同。

旅客需根据自己购票的车站查询具体

购票时间，提前做好准备，以免错过第一时

间购票。

旅客可以打开12306官网或手机客户

端，点击“信息查询”栏目下的“起售时间”，再

选择起售日期和起售车站进行查询。比如，

查询可知，上海三大火车站新票开售时间如

下：上海虹桥站为13∶30，上海站、上海南站

为14∶30。

当然，旅客也可使用12306手机客户端

最近推出的新功能——起售提醒订阅功能，

根据车票起售时间，提前通过系统设置多个

提醒，以便及时提交购票订单。

三个时机购买火车票
业内人士表示，今年春运，铁路部门推出

了一些新举措，保障学生、务工人员等春运重

点群体出行。“1月10日起，12306手机客户端

推出春运期间学生、务工人员专区预约购票

功能，等于在15天预售期外让学生、务工人

员提前预约车票，只不过学生票只能预约硬

座、硬卧、二等座，务工人员可选的车次、席位

也有限制。”

如果预约车票后没买到心仪的车票，那

就跟所有旅客一起，在15天预售期内第一时

间抢票。这一过程中，建议旅客使用12306

手机客户端新推出的购票需求预填功能，可

加快抢票速度，即在车票起售当日预先填写

乘车人、车次、席别等信息，在车票开始发售

时一键提交订单并完成支付。

如果这样仍未能买到车票，旅客可以通

过12306网站、手机客户端中的“候补购票”

服务功能进行候补购票。按12306网站候补

购票最新操作说明，每位用户可提交2个候

补订单，每个订单中可添加发到站相同（支持

同城不同站）的2个相邻的乘车日期，每个乘

车日期可添加5个不同“车次+席别”的组合

需求。

本报记者 金志刚

最近上海朋友若有聚会，多半会聊起

《繁花》，尤其是扎劲的沪语版。刮喇松脆的

上海话，亲切悦耳，活灵活现。扎台型（出风

头）、额骨头高（运气好）、脱底棺材（败家子）

等俚语，有普通话难以精准表达的意蕴。谈

笑间脱口而出，钻进心坎里，令人莞尔。

商家也趁热打铁——“繁花套餐”迅速

售罄；至真园酒家原型一座难求；排骨年糕、

干炒牛河、“霸王别姬”备受追捧。这类“起

蓬头”（造声势），未必长久，但上海话掀起的

热潮，希望不要退去。

承载共同记忆、表达身份认同、传递文

化信息……每一种方言，都有它不可替代的

力量，是一座城市独特的文化标识。恰如

“海纳百川”的城市精神，上海话本就是兼容

并蓄的代表，从中能找到不少宁波话、苏州

话、苏北话甚至英语单词的踪影。《繁花》剧

中也汇聚了各地新上海人，自然而然地说着

他们理解和加工的上海话。

但身边的  后和  后，方言流利者凤

毛麟角，哪怕是半生不熟的“洋泾浜”，也不

多。怎样让年轻人开口，愿讲、会讲、喜欢讲

上海话？

自上世纪  年代的《股疯》《孽债》后，过

了近  年，我们才等到新的爆款沪语影视

剧。一部《繁花》，不够。期待文艺工作者创

作更多精品，展现方言魅力，潜移默化地影

响Z世代，让他们觉得，讲上海话其实很

潮。有时，老生常谈般呼吁“保护方言迫在

眉睫”，不如一部热播剧的感召力强。

期待更多中小学开设方言兴趣课堂，

从娃娃抓起，培养孩子的文化认同，从小

珍视乡音，记住乡愁；期待开发出更多方

言版应用软件或社交媒体，用现代科技赋

能传统方言；期待在公共空间听到更多方

言信息播报，从地铁公交到绿地公园，处

处余音袅袅；期待线上线下有更多人投身

方言保护与传承，得到的尊重和荣誉越来

越多……

繁花终会落尽，期待沪语长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