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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新闻

方翔

新民随笔 “让座”岂能变生意

随着梅雨季临近，上海又将迎来家白
蚁出飞高峰。记者从上海市物业管理事务
中心获悉，每年5月中下旬至7月上中旬，温
暖湿润的气候为白蚁繁殖提供了理想环境，
目前，全市60家白蚁防治企业已签订服务承
诺书，相关部门正研究制定防治收费指导标
准，以规范市场服务、保障市民权益。

家白蚁进入繁殖活跃期
上海亚热带季风气候特征显著，年均

60%以上降水集中在5-9月，为白蚁滋生创
造了温床。中国科学院上海昆虫博物馆馆
长殷海生介绍，申城常见白蚁主要包括家
白蚁和散白蚁，全年呈现两波出飞高峰：第
一波出飞季出现在3月中旬至4月中旬，散
白蚁小规模出飞，活动分散且影响范围有
限；第二波出飞季出现在5月中下旬至7月
上中旬，家白蚁进入繁殖活跃期，雨后湿度
高、气压低的环境促使其大规模出飞。
“气候变化是决定白蚁大量出飞的风向

标。”殷海生说，当外部气温较低时，白蚁就潜
伏在地板、墙壁以及阴影潮湿的角落里，每
当梅雨季节来临，特别是雨后，湿度高、气
压低，是白蚁最适宜的出飞环境。此时，白
蚁凭借趋光性聚集在路灯、窗台等明亮处，
雄蚁追逐雌蚁完成交配后，会在适宜地点
建立新巢，成为居民家中蚁害的主要源头。
殷海生说，白蚁出飞是其繁殖期的自

然现象，其活动强度与气候变化密切相
关。市民若在夜间发现大量白蚁聚集，不
必过度恐慌，但需警惕其潜在危害。

防治服务体系持续优化
上海白蚁防治服务体系正持续优化。

目前，上海的白蚁防治专业委员会会员单
位共计60家，主要为白蚁防治专业企业，专
业人员有550余人，基本满足申城日常的房
屋灭蚁需求。数据显示，2023年申城房屋
灭蚁量为4838户，2024年降至3950户，同
比下降18%，防治需求主要集中在黄浦、徐

汇、静安等中心城区。
截至5月29日，今年灭蚁量1768户，较

去年同期（1917户）下降8%，962121热线咨
询量1010次，同比下降12%。从区域来看，
主要集中在黄浦、杨浦、徐汇、闵行和嘉定
等区。
为提升服务规范性，全市60家白蚁防

治企业已签订《白蚁防治企业承诺书》，在服
务品质、诚信经营、生态保护等方面作出明
确承诺；企业对外联系电话保持24小时畅
通，及时受理居民的灭蚁诉求；如遇疑难杂
症，可以多方寻求合作，形成跨区协同机制。
针对行业收费痛点，有关部门正开展

《上海地区既有房屋白蚁防治收费指导标
准》研究，为进一步规范市场提供有力参
考，同时引导各白蚁防治企业结合自身服
务成本及市场接受度，科学、合理地核定包
治期限，并通过公示收费构成、提供阶梯式
服务选项等措施，增强收费透明度与公众
认可度。 本报记者 杨玉红

家白蚁出飞高峰季又将到来，60家防治企业签订服务承诺书

白蚁防治收费指导标准正在制定

连日来，夜幕下的苏河湾，一场城市

文脉、典雅艺术与现代科技交融的视觉

盛宴正在上演。这是“上海光影美术馆”

在静安苏河湾的首展，其与静安国际光

影展（2025）深度融合，市民无需踏入美
术馆，即可在滨水夜色中欣赏光影艺术，

感受科技赋能下“活”起来的画作。

本报记者 刘歆 摄影报道

早高峰的地铁，谁不想一上车就舒舒服

服地有个座位？嘿，有些人啊，脑袋一转就

动起了歪心思，搞起了“5元占座”的买卖。

更离谱的是，还推出了“包月套餐”，一个月

50元，这是把公共资源当成自家的“聚宝

盆”，使劲儿薅羊毛！上海地铁运营方对此

表示坚决反对。

今年年初，一则“早高峰地铁卖座位”的

新闻闹得沸沸扬扬。等警方一查，原来这“5

元卖座”是自导自演的一出“闹剧”。谁能想

到，这当初自编自演的“戏码”，现在还真成

了某些人眼里的“商机”。有人认为，既然相

关法律法规没明确禁止地铁“有偿让座”，按

照“法无禁止即自由”的原则，“有偿让座”好

像还有那么点合理性。但“有偿让座”在一

定程度上侵害了社会公共利益，扰乱了社会

公共秩序。

“有偿让座”和占用公共车位、公共绿

地，本质上没啥两样，只是程度不同罢

了。一旦公共资源变成了能买卖的“商

品”，这看似聪明的“小把戏”，占到便宜的

其实是那些不劳而获、像“黄牛”一样的

人，真正受到伤害的，是所有遵守规则、渴

望公平的乘客。

地铁作为公共交通资源，它的存在就是

为了满足广大乘客的出行需求，可不是谁想

怎么处置就怎么处置的私有财产。地铁或

者相关主管部门，得赶紧完善规章制度，在

现有的法律法规基础上，把针对地铁占座收

费这类行为的禁止性规定和处罚措施进一

步明确、细化，让管理更有依据。

同时，地铁方面也得加大宣传教育的力

度，加强巡查，完善监控设施，对那些不文明

的乘车行为，该劝阻就劝阻，该制止就制

止。可千万别再让这种“有偿让座”的闹剧

在地铁上重演了，让地铁回归它原本的公共

属性，让每一位乘客都能在公平、有序的环

境里舒舒服服地出行。

工作日的早高峰，位于长宁区新泾镇的
轨交2号线淞虹路站外，几位视障人士依靠
盲杖，正沿着崭新、连贯的盲道，顺畅地走向
不同入口。然而一个多月前，这里的盲道还
是另一番景象。
作为日均客流超10万人次的大站，淞

虹路站内外盲道长期存在“断点”问题。除
5号口外，其余4个出入口及无障碍电梯口
的盲道均未能有效连接地铁内部盲道与外
部市政盲道。究其根源，在于地铁区域、市
政道路及商场用地分属不同权属单位，管理
分割导致盲道建设“各管一段”，互不衔接。
为解决这一难题，依托党建引领下的

“多格合一”基层治理机制，新泾镇第五综合
网格与申通地铁集团签订党建联建协议。
双方创新建立了“零号站长+兼职副网格
长”双向任职机制，将地铁站长纳入网格治
理体系。这一机制打破了管理壁垒，实现了
网格与地铁站的深度协同，为信息互通、资
源共享、问题共解开辟了新路径。
依托联席会议高效的“一事一议”决策

机制，仅用一个月时间，便成功贯通了淞虹
路站5个出入口及无障碍电梯区域的盲道，
实现了“最后一米”的无缝衔接。

此次盲道改造绝非简单的填补缺口。
仅材质选择就经过多轮论证，机动车道旁铺
设防滑PVC材质保障雨天安全；平台区域
选用大理石确保整体耐用性。无障碍电梯
口附近20多米盲道的走向，更是基于前期
细致调研和多方联合实地查看，针对视障人
士的实际需求精准设计，并邀请盲人协会代
表现场体验优化。“不仅是‘通’，更要‘畅’，
营造真正安全便利的无障碍环境。”相关负
责人说。
盲道贯通后，长效维护至关重要。新泾

镇第五网格推行“多元志愿者轮值”模式，联
合地铁站、商场物业组建服务队，定期巡查
并及时清理盲道障碍物。大融城物业经理
岳祝幸对此深有体会：“过去红线内外保洁
责任常模糊不清，现在通过网格共治机制，
油污、积水等问题的日均处置效率提升了
70%。”
目前，长宁区已将淞虹路站的成功经验

转化为可复制模板，正对全区21座地铁站、
71个出入口展开盲道系统性排查，推动符
合条件的地铁站点实现盲道贯通，实现从解
决“一站”问题到解决“一类”问题的跃升。
实习生 杨钰婷 本报记者 赵菊玲

“多格合一”巧治盲道“断点”

小票根藏着大经济！为了吸引观演人
群在浦东多住一晚、多玩一天，近日，“跟着
演出游浦东”主题活动正式启动。
从即日起至9月30日，消费者凡在大麦

网、票星球、纷玩岛平台上购买了指定剧场
活动期间的演出票后，凭票根可在携程、美
团平台兑换指定酒店、景区优惠。住宿客房
单一订单最大优惠可享1000元、景区单张门
票最大优惠可享100元。通过该活动进一步
推动文旅商体展深度融合发展，将更多演出
“流量”转变为文旅“留量”与消费“增量”。

当下，浦东上演的万人及以上大型演出
活动的数量，占上海演艺市场的近七成。“为
一场演出奔赴一座城”人群迅猛增长，同步
拉动周边消费稳步提升。截至今年9月，浦
东还将举办近5000场（次）各类演出，包括
大型演出活动近百场。
记者了解到，从即日起到9月30日期

间，在东方体育中心、梅赛德斯-奔驰文化中
心、上海东方艺术中心、前滩31演艺中心、
1862时尚艺术中心共5家演艺场馆，观看演

艺活动的入场门票票根，均可申请优惠券。
票根经济让单一行业的客流，转化为其

他行业的潜在客户，参与活动的酒店与景区
对浦东再放文旅商体展联动“大招”表示振
奋。“去年，通过旅游消费券的带动，酒店实
现了客房预订及餐饮消费双重增长的亮眼
成绩，尤其周末入住率显著提高。”上海前滩
香格里拉大酒店市场销售部总监王琦表示，
期待此次通过票根联动，将演出客流进一步
延伸至住宿消费。
据悉，消费者在大麦网、票星球、纷玩岛

平台上购买演出票，在携程、美团平台预订
酒店、购买景区门票，需保持不同平台的人
员信息一致。在宾馆酒店前台线下直接订
房的消费者，不享受演艺票根券优惠政策。
有关负责人表示，通过“跟着演出游浦

东”主题活动，浦东将努力让一张小小的演
出门票，真正成为兑现其他文旅产品优惠的
可靠凭证；让一枚枚票根背后的用户数据，
真正成为常态化串联整条文旅消费链的“金
钥匙”。 本报记者 宋宁华

居民家中发现白蚁，切莫惊慌失措。“发现白

蚁后，第一步要判断来源。”上海市物业管理行业

协会白蚁防治专业委员会秘书长周敏荣指出，若

少量白蚁从窗外飞入，可通过“关灯诱捕法”处理：

关闭其他光源，在台灯下放置盛水容器，利用趋光

性使其溺亡，随后清扫即可。

“若白蚁从家中木质结构飞出，需立即联系专业

机构。”周敏荣介绍，在此期间，居民务必保护好蚁害

现场，避免随意挪动、破坏蚁路或蚁巢，更不可使用

“雷达”“必扑”等刺激性杀虫剂喷洒，或用火焚烧。

“盲目自行处理只会惊扰白蚁，导致其四处逃窜，扩

大危害范围。正确的做法是，用报纸或棉球临时封

闭白蚁出飞的位置，静候专业人员上门处理。”

周敏荣提醒，白蚁危害具有隐蔽性，初期难以

察觉，建议市民定期检查木地板、门框、踢脚线等

部位，若发现木屑堆积、墙面起泡等迹象，应及时

预约专业机构进行全屋检测。

家中发现白蚁如何处理

破解视障人士地铁出行“最后一米”难题

看完演出多住一晚多玩一天
文旅商体展深度融合“放大招”

“上海光影美术馆”首展亮相

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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