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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市民】
到了公园门口被告知联票不能用

上周末，申城天气晴好、气温回

升，不少市民都举家外出到公园、绿

地踏青赏花。市民李女士想到去年买

的旅游联票的景点里有世纪公园，就

带着家人坐地铁前往世纪公园，但到

了公园门口却被告知持旅游联票不

能进园。

“ 工作人员说现在是梅花节，旅

游联票不能使用。”李女士介绍说，

她随后仔细查看了联票，发现背面

“ 开放时间” 一栏标注了一行字：五

一、十一法定节假日和园内举行活动

期间不可以使用联票。

李女士表示，对于游客来说，景

点规定遇到重大活动不能使用联票

可以理解，但对于不能使用联票的时

间段必须要有明确的提示，“ 联票中

的不少景点我都去过了，有的明确标

明了不能使用的时间，比如鲜花港，

就写明‘ 201 3年1 0月至201 4年5月5

日不可以使用联票’。但像世纪公园

这样只标明‘ 园内举行活动期间’就

太笼统了，游客怎么知道园内什么时

候举行活动？”

李女士认为，即便公园的一些重

大活动没法提前确定日期，从人性化

角度来讲，也应该在联票上有所注

明，“ 比如，可以在联票上提示游客3

月份可能会有活动，去之前最好先打

电话咨询，这样也可以避免游客大老

远白跑一趟。”

【 制作方】
联票制作时活动时间尚未确定

针对李女士反映的问题，青年报

记者昨日采访了旅游联票的制作方。

相关负责人表示，早在旅游联票策划

时，就在不能使用的条件方面考虑得

非常慎重，“ 因为旅游联票的总票价

非常便宜，所以原则上各个景点有重

大活动时都不能使用。”该负责人透

露，也正因此，联票制作前制作方也

特地向各个景点了解了相关活动的

计划时间，并在联票上注明，“ 到世纪

公园时，因为当时园方的一些重大活

动的具体日期都还没定下来，所以就

只是笼统地进行了提示。”

这位负责人表示，由于联票使用

时间长达一年，个别景点举办活动的

日期不确定的情况也确实无法避免，

这在北京等地发行旅游联票时都曾

遇到过，“ 当时以为世纪公园是一座

城市公园，票价也比较便宜，应该不

太会出现游客正好在活动期间游园

的情况。现在看来当时是大意了，考

虑有所不周。”

他表示，将会认真收集消费者在

使用联票过程中反馈的问题，“ 以后

如果再出联票，在这方面一定要标注

得更明确。”

【 公园方】
承认提醒不够精准

世纪公园相关工作人员昨日也

表示，去年旅游联票制作前与邮政部

门洽谈时，一些活动的日期确实尚未

确定，“ 旅游联票是去年8月初发行

的，当时一些活动的日期都没有确

定。”该工作人员表示，对于公园来

说，有时也确实难以提前几个月甚至

一年来确定活动的具体时间，“ 我们

很多活动都要看花期的，天气、温度

不同花期也会不同，这是动态的，前

后时间会有差异，所以也确实不敢提

前明确注明日期。”

不过，这位工作人员也坦承，旅

游联票上“ 园内举行活动期间”这样

的提醒表述确实不够精准，“ 这是一

个失误的地方。”该工作人员表示，近

来也收到了不少市民游客类似的反

映，为此园方已经向一线的检票人员

传达了通融措施，“ 遇到这种情况，游

客若坚持进园仍会允许他们进园。”

青年报记者 瞿艳花

本报讯 经过连续数天的抢救，上

周四凌晨，被误捕的中华鲟终于开始

持续游动，基本脱离生命危险。中华

鲟保护区管委会工作人员表示，管委

会将对其进行持续监测和治疗，等身

体状况完全恢复后，择机放归长江口。

水下注射营养液救治
“ 目前，这尾中华鲟体力有所恢

复，尾部摆动有力，能在上中下水层

进行交替活动。”中华鲟保护区管委

会工作人员告诉青年报记者，经过工

作人员连续1 02小时的不间断值班监

护和救护，这尾在长江口抢救的受伤

巨型中华鲟，于1 3号凌晨2点开始持

续游动，已基本脱离生命危险。

3月8日，渔民在长江口北港北沙

附近作业时，误捕一尾大型中华鲟，

该尾中华鲟全长3.45米，这也是迄今

为止中华鲟管委会发现的最长最重

的中华鲟。当时，它身体很虚弱，基本

没有游动，工作人员发现，尽管它身

上的新伤并不严重，但老伤比较严

重，在其侧面，有一个很大的伤疤，目

测是被利器所伤。

当天晚上8点，受伤巨型中华鲟

抵达上海市长江口中华鲟自然保护

区嘉定临时基地连夜开展全面诊治。

B超检查结果显示，该尾中华鲟胆囊

有1 0mm*1 0mm结石。经过两天注射消

炎和能量针剂、伤口处理、B超检查和

24小时密切监视，中华鲟体外伤势有

好转现象，开始间歇性游动。

自3月1 0日开始，为避免造成抓

捕应激反应，加快鱼体恢复，工作人

员采取潜水检查和水下注射救护技

术开展救治，每天由潜水人员深入1 0

摄氏度水温中一个小时，对中华鲟外

伤恢复情况进行检查，在水下注射能

量、营养和消炎针剂，同时继续开展

24小时监护，密切监视救护池水质和

中华鲟行为变化情况。

“ 这两天，这尾中华鲟一直在持

续游动中。”工作人员称，将继续对其

进行观察并一次全面检查，等病情稳

定后将对其进行投喂食物。

中华鲟野外生存状态堪忧
据了解，这尾中华鲟为雌性，预

估年龄在三四十岁左右。通常而言，

中华鲟雌性的体型大于雄性，历史上

考据的中华鲟最大体型约8米，不过3

月8日被误捕的这尾中华鲟是长江口

中华鲟保护区管委会成立1 0年来接

触到的最长也是最重的中华鲟。工作

人员表示，待到时机成熟时，这尾中

华鲟也将同之前被救治的其他中华

鲟一样，被重新放归长江口。

不过，中华鲟的野外生存状态依

然堪忧。

十年来，管委会已放流各种规格

中华鲟1 061 8尾，但是尽管采取了增

殖放流、设立保护区等系列措施，中

华鲟物种濒危程度仍在加剧，目前，

每年到达葛洲坝下产卵的中华鲟成

体只有1 00尾。

“ 但是我们也别无选择，只有将

它们放归长江，它们的种群才能得以

恢复并壮大。”工作人员告诉青年报

记者，为了便于跟踪监测和提醒渔民

勿误打误捞，放流中华鲟带有体外标

记（ 锚标和特制骨板标）和体内被动

整合雷达标志（ PIT），大型中华鲟另

带有可脱落档案式标志（ PAT卫星跟

踪装置）。不过，体外的这些能跟踪到

中华鲟移动状况的标记将在一年后

自动脱落，而体内的这些标记则要在

中华鲟被抓到后才能取出读取数据。

“ 目前还没有监测到带有体外标

记的中华鲟洄游至葛洲坝下的产卵

地的记录。”

世纪公园旅游联票提示不清让游客频频“ 吃药”

到了公园门口才知联票不能用
都市脉搏

又到了赏花踏青的好时节，不过，上周末，市民李女士却遇到了这样
的尴尬事：拿着去年买的旅游联票兴致勃勃跑到世纪公园游玩，但在门
口却被告知目前正值梅花节，旅游联票不能使用。“ 既然活动期间不能使
用联票，为什么不在联票上注明活动的具体时间？”白跑了一趟的李女士
觉得有点冤枉。对此，世纪公园方面昨日坦承，联票上的提示语表达确实
不够精准，并表示已采取通融措施，遇到这种情况游客若坚持进园仍会
被允许。 青年报记者 刘春霞

青年报记者 陈轶珺

本报讯 串起豫园、南京东路、五

角场、上海动物园的1 0号线将继续延

伸。记者昨天从“ 上海发布”获悉，1 0

号线二期工程正在进行二次环评公

示，东起新江湾城，穿过黄浦江直抵

浦东，全长1 0.08公里，设国帆路、双

江路、高桥西、高桥、港城路、基隆路6

站。将采用A型车6节编组，今年年内

开工，计划201 7年建成通车。

公示的走向图显示，1 0号线二期

从新江湾城站向西延伸，跨过黄浦江

进入浦东地区，一直通到外高桥保税

区，与一期工程衔接。1 0号线二期形

成一条连接浦东与浦西的过江通道，

其中的港城路站可与6号线换乘。

1 0号线二期建设方位是，自新江

湾城站(不含)至外高桥保税区的基隆

路站；线路自一期工程东端终点站新

江湾新城站北端(不含)，沿着淞沪路过

黄浦江后，再沿着港城路至外高桥保

税区的基隆路站。线路途经杨浦区、浦

东新区2个行政区。线路全长1 0.08公

里，其中地下线3.1 55公里，地下线(明

挖)0.228公里，高架6.36公里；设站6

座，其中地下站1 座：国帆路站。

国帆站位于淞沪路和国帆路交

叉口以南，车站是地下三层岛式。双

江路站位于双江路以西，车站为路中

高架三层侧式，高桥西站位于浦东北

路以西，路中高架三层侧式。港城路

站位于港城路南侧，可与6号线换乘。

车站为路侧高架二层侧式、一岛两侧

式站台。基隆路站位于外高桥保税区

围网内，紧贴北侧围网。

巨型中华鲟基本脱离生命危险
该物种野外生存环境不容乐观

10号线二期计划2017年建成
东起新江湾城终抵浦东

中华鲟正在接受治疗。 受访者供图

两张联票备注的回避日期，上海植物园清晰精确，世纪公园含糊。 青年报记者 刘春霞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