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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医问药要转车
沿途居民不方便

70岁的张老伯住在罗秀路上的华馨公

寓，身患慢性疾病的他每个月都要去第六人

民医院复诊，每周还要去几次社区医院配药。

“老人时间比较空闲，平时看病就医基本是公

交出行，也比较实惠。”张老伯告诉记者，他经

常要去医院，公交820路的车站就在小区旁边，

途经两家医院也都有站点，看完病回来可以一

部直达，但去医院却要颇费些周折。

“上下行站点差异大，我去医院走到站

台要好几百米，要么换乘其他公交车，也费

时耗力，不清楚公交公司是怎么考虑的？”他

说，820路公交下行开往医院的方向，在他家

门口没有设站，上行从医院回家的方向倒是

有站点，造成去医院的时候不方便。

张老伯的苦恼并非偶例，罗秀新村、罗

秀三村、长桥三村多个小区居民也反映了同

样的问题，明明家门口有820路公交站台，却

只有上行方向，没有下行方向站台。居民想

要乘坐820路公交前往医院看病遭遇尴尬，

要么步行要么换乘公交。“经常去看病的多是

老人，腿脚不好走不动路，换乘有时候等一部

车要十几二十分钟，在站台上坐着站着，或步

行至下一站都很吃力，也比较麻烦。”

上行下行差别大
主要原因有两个

什么是上行和下行线路？记者了解到，

公交车有两个终点站，分别是主站和副站。

对于公交线路来讲，线路由主站开往副站，

称为“下行”；线路由副站开往主站，称为“上

行”。而公交上行和下行线路差别的原因主

要包括线路走向、道路条件、安全考虑以及

站点布置等因素。

820路公交车上行是从柳州路宜山路

（市六医院）出发，到华发路长华路。下行则

是从华发路长华路出发至柳州路宜山路，途

经六院、复旦大学附属徐汇医院、长桥社区

医院等多家医院，成为沿途居民看病就医的

重要交通线路。

然而，820路上行线路和下行线路差别

却很大，其中，上行线路共有17个站点，下行

线路则只有11个站点，少了足足6个站点，

分别为徐浦大桥、罗秀路龙吴路、罗秀路龙

川路、罗香路龙临路、龙临路上中路和龙川

北路罗城路，而这些减少的站点主要集中在

长桥地区，又恰好是长桥三村、罗秀新村等

居民较为集中的区域。这样就造成这几个

小区的居民去六院等沿途医院看病，在家门

口找不到820路公交的站点，只能望车兴叹，

回家的时候才可以乘坐820路公交一部车直

达小区门口。

从820路公交上行与下行的停靠线路上

可以明显看出区别，上行线从柳州路宜山路

向南开到终点站华发路长华路时，经龙吴路

向西转入华发路终点站。但下行线从起点

站出发时，则直接从华发路继续向西行驶，

然后沿龙川路北上，少了好几个站点。“这些

被漏掉的站点都是居民老龄化程度比较高

的小区，居民日常就医出行的需求也比较

高，希望820路公交双向站点能够保持一致，

这样我们居民看病往返就方便多了。”居民

们希望记者帮助呼吁。

那么，为何820路公交的上行和下行站

点相差这么多呢？记者联系到了820路公交

线所属的上海巴士第二公共交通有限公

司。该公司相关负责人解释，820路公交车

已经营运多年，该线路的“经营权证”规定了

双向行驶的具体站点和线路。根据相关管

理规定，经营者应当按照核准的线路、站点、

班次、时刻等组织营运，不得擅自变更。至

于该线路上行和下行的站点设置差别，主要

有两大原因，一是途经的长桥路是单行道，

二是终点站华发路比较狭窄，如果公交车辆

在此掉头的话存在安全隐患。对于居民反

映的出行难问题，该公司表示，会积极与相

关部门沟通，听取居民建议，尽力提供方便。

类似矛盾非偶例
站点调整不容易

实际上，记者调查了解到，上行线路与

下行线路不一致，并非仅有820路公交线路，

不少公交线路均存在着类似问题。12345市

民服务热线中，有不少市民反映公交上下行

线路不一致，给出行造成了困扰。

业内人士指出，公交站点进行调整并非

是一件简单的事情，线路调整应该遵循优化

公交布局、提高线路运营效能、方便市民出

行等原则，最终形成的优化方案由交通主管

部门进行公示并征求意见。而在实际设计

建设中，会涉及到区交通委、区房管局、区公

安分局（交警支队）等多个条线职能部门与

属地政府及公交公司，增设公交停靠站需要

多方联动发力。

长桥三村等小区居民呼吁，希望相关部

门能充分考虑到居民出行就医的实际需求，

优化相关公交线路调整。对此，“新民帮侬

忙”将继续关注。 本报记者 李晓明

市民刘女士向“新民帮侬忙”反映，轨交

6号线华夏西路1号出入口外，一块指示牌

常年“污浊不堪”，亟待清理与更新。

记者来到现场后看到，这块指示牌位于

轨交6号线华夏西路1号口外的人行道上，

周围栽种着数棵大树。在树荫的遮盖下，指

示牌的位置原本就不太明显，阳光被树叶遮

挡后，根本无法直射牌体表面，远远望去，让

人几乎无法看清上面的内容。走近一看，这

块指示牌上更是“乌漆墨黑”，附着的油垢与

污渍将“6号线”和红色的地铁标识等内容

几乎完全遮住。“这块轨交的指示牌黑乎乎、

脏兮兮的，让人根本看不清上面写了什么内

容……”刘女士讲，6号线华夏西路地铁站

位于“交通要道”，周边商场和居民

区较多。对于熟悉周边地形的人

来说，可能无需指示也能辨明方

向，但对于一些初来乍到且人生地不熟的市

民和乘客而言，这块位于街角的指示牌所起

到的指路作用，就很难替代。在现场，记者

偶遇了几位市民：市民张老伯直言，绕了好

长一段路，才找到这处地铁的出入口；白领

吴女士表示，她通过手机导航软件，才找到

这处出口，根本没注意到这块指示牌。

“轨交指示牌要醒目、干净，更不能有碍

观瞻。”市民们希望，轨交部门应当尽快采取

措施，“擦亮”这块“不可或缺”的指示牌，发

挥其应有的作用。 本报记者 徐驰

9月13日，本报8版刊登

《马路“钢板阵”日夜扰民》的

报道，反映10多块巨型钢板

铺设在黄浦区重庆南路西侧太仓路至兴

安路的路面上。车轮碾过钢板后，发出阵

阵震耳欲聋的噪声，搅得周边居民日日夜

夜不得安宁。在“新民帮侬忙”介入后，记

者回访发现，“钢板阵”已全部撤走。

记者来到重庆南路附近。从太仓路

步行至兴安路，原先铺在马路上的10余

块钢板已不见踪影，取而代之的是道路

修补后留下的痕迹。“我就住在沿街小

区。车子只要驶过马路上的钢

板，就会发出震天

响的噪声，让阿拉实在是不得安生……”

今年已是82岁的刘老伯直言“经不起

这样的折腾”。记者从多位居民

处了解到，报道刊登后，立即

引起了相关部门的重视。

“没过几天，就有工人到

场，陆陆续续将钢

板移走了。”

本报记者

徐驰

轨交指示牌脏污
市民呼吁“擦亮”

“钢板阵”撤走
扰民噪声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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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交820路途经多家医院，下行线路
站点设置能否更便民

看病线路少6站点
沿线居民乘车不便

■ 公路   路上行线路有  个站点 ■ 公交   路下行线路只有  个站点

■ 公交   路上行线路始发站靠近市六医院 本版摄影 本报记者 李晓明

徐汇区长桥地区多个小区居
民向“新民帮侬忙”求助，家门口的
820路公交线途经多家医院，是居
民看病就医的重要线路，但该公
交下行线路比上行线路少了6个
站点，恰巧都是乘客较多的居民
区，造成居民就医时“回来容易
去时难”。他们呼吁，公交站点
设置能否更加便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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