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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报记者 陈轶珺

本报讯 曾是上海民营公交代表

的汇华巴士昨天寿终正寝，旗下公交

线路交由巴士集团托管。汇华的离

开，让乘客们唏嘘不已，同时也引发

了民营公交是否只剩退市这一条路

的口水战。

民营是否该存在 乘客意见不一
大多数乘客认为民营公交的退

市有一定合理性。“ 为什么会出现民

营公交的概念，不就是觉得为了发展

公共交通事业，应当让民营企业也加

入其中。这话乍一听，往往让人无以

反驳。然而实际上民营企业搞公共交

通所遇到的瓶颈则是它自身难以解

脱的。汇华的关门再一次证明公交

‘ 民营化’是一条走不通的死路。”一

位网友陈先生说。

但也有乘客认为，民营公交的存

在代表了公交这一行业的百花齐放，

充满活力。“ 在上海公交第三轮改革之

前，上海各家公司的公交车使用不同

的车身颜色。红、绿、蓝、黄、咖啡色，一

辆辆不同的公交车，也是一道道城市

的流动风景线，为这座城市添彩。比现

在浦西全绿，浦东全蓝的单一颜色好

看多了！民营公交并不一定是洪水猛

兽，关键管理部门要用好它，管好它。”

乘客叶先生的话具有一定代表性。

引入民营公交是上海公交第二

轮改革中的重要一步，说到底，某种

程度上就是一种尝试，而尝试就意味

着两种可能：成功或者失败。从这个

层面上来看，上海的公交民营化不存

在失败一说，毕竟，当年社会力量和

民营资本的大量介入，盘活了处于僵

局和困顿中的城市公交。

但如今民营企业在运营过程中，

出现各种秩序混乱，车况差、不守时、

闯红灯、爱“ 赖站”，乘客投诉不断等

饱受百姓诟病的状况，甚至上演客源

争抢大战、策划停运事件。一时间，

“ 民营公交”仿佛成了公共交通事业

发展落后的代名词。

民营公交要存活需要制度扶植
在采访中，记者了解到，上海民

营公交企业的生存状态基本相同：企

业要生存、要盈利；同时，收入又难以

支撑所要承担的社会责任，在给乘客

提供满意的服务上显得力不从心。投

入不足导致经营管理无法为继是许

多民营公交的普遍问题，很多公司一

直存在更换新车难、招聘司机难、招

来司机待遇提高难的窘境。

同济大学交通运输工程学院院

长孙立军认为，“ 公共交通本质上说

是属于社会民生保障系统，这就决定

了公交企业经营的目的，根本上不是

为了盈利，而是为了满足乘客（ 公

众）的出行需求。然而，民营企业因其

所有制是私有，它的经营当然是以盈

利为目的，这是合法的目标，也是理

所当然的；因此，民营企业经营公交

事业的时候，倘若长期亏本，它便要

退出，这是正常的。”

如果希望民营公交继续存活下

去，在公交行业中形成鲶鱼效应，带动

整个公交行业的发展，提高服务质量，

需要有一套完整的制度设计去扶植民

营企业的存在。“ 比如通过一点土地出

让，让民营企业获得相应的利润保障，

仅如今单纯靠交通运营中的利润维持

运营，几乎是不可能的。”孙立军说。

导盲犬终于可以乘地铁坐公交了
青年报记者 陈轶珺

本报讯 昨天实施的《 上海市实

施〈 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保障法〉

办法》规定，盲人可以携带导盲犬出

入公共场所，或乘坐公共交通工具。

此次，《 上海实施办法》将于4月

1 日起实施，规定盲人可以携带导盲

犬出入公共场所，或乘坐公共交通工

具，进一步从法律的角度为残疾人权

益提供了保障。

虽然法律保障了导盲犬能进入

公共场所，但并非是只狗就能被称为

导盲犬。上海地铁的工作人员告诉记

者，地铁内如遇到有盲人携带导盲犬

进站时，会查验其本人和狗狗的证

件，并且确认狗狗身上有明显的标识

后，安排工作人员引导他们入内。上

海巴士集团的相关负责介绍说，此前

曾就此下发过相关文件，大部分司机

会人性化地同意乃至帮助盲人和导

盲犬上车，但也有在乘客强烈反对下

无奈拒绝的情况。“ 新的法律实施了，

我们会按照相关条文去做，盲人带狗

上车时，如果遇阻碍，也可以当场讲

明该规定。”

青年报记者 周胜洁

本报讯 一年365天，桃浦镇莲

花公寓居委会书记梁慧丽总是奔忙

在为居民解 决 实 事 的 路 上 。 1 8 年

前，她从大型国有企业中层干部岗

位转岗到社区工作。2000年，她随

“ 两湾一宅” 的动迁居民一同来到

桃浦镇莲花公寓，担任居委会书记。

面对小区配套设施不足和居民的需

求，梁慧丽有条不紊地将卫生站、食

堂、超市引入小区，陪伴孤老，服务

居民。

卫生站、老年食堂开进小区
走进莲花公寓社区居民委员会

一楼，并不 见 办 公 桌 椅 ，这 里 是 一

个社区卫生服务站。一楼右侧为看

病的挂 号 、收 费 窗 口 ，左 侧 房 间 内

吊针区域摆有十几把靠背椅，同时

还有理疗室。上午9点，已经有不少

老人在此吊针、看病。据悉，为了方

便居民就医保健，这个社区卫生服务

站是在上级支持下，梁慧丽和居委会

干部压缩办公用房特意腾出面积建

立的。

据梁慧丽回忆，2000年她刚到莲

花公寓时，所有的配套设施均未跟

进，小区周边的野草长得比人还高。

居委会服务的居民有8663人，其中60

岁以上老人就有2203人，包括1 9名

孤老，残疾人和困难户也不少。若要

看病，离小区最近的利群医院也有

4.5公里的路程，对老人来说着实不

方便。

梁慧丽听到居民的呼声后，考虑

建立一个卫生服务站。当时居委会一

楼是办公用房和老年活动室，梁慧丽

考虑再三，与居委会干部一起压缩了

办公用房，腾出了1 50平方米建成了

卫生站。“ 这个卫生站方便了老人看

病，居民很欢迎。”莲花公寓社区民警

陈德骅说道。

而方便老年人就餐的“ 老年食

堂”也是梁慧丽一手促成的。走进莲

花公寓小区大门就能看见一家饭店，

门口贴有“ 内设老年食堂”字样。

帮助居民就像帮助“ 自家人”
莲花公寓居民朱扣章叫梁慧丽

“ 姐姐”，他告诉青年报记者，自己的

命是梁慧丽救回来的。

去年，朱扣章在上班途中突然胸

口剧痛难忍跌倒在地，经医院所查，

他得的是“ 心脏主动脉夹层瘤”，病

情十分危急，需要手术治疗。由于朱

扣章没有家属，医院几经辗转联系到

了梁慧丽。谁知因为拿不出1 0多万元

的手术费，朱扣章被送回了家，梁慧

丽知道后第一时间将他送往了同济

医院，并对朱扣章说道：“ 我就是你的

亲人，医药费我帮你解决。”

后来朱扣章才知道，那时梁慧丽

的老父亲也因为生病住院，她将老父

亲交给了老公照顾，而她则一心为朱

扣章的病情忙碌着，“ 我的命就是姐

姐给的，她还给了我精神鼓励，我觉

得我也应该为社区为居民多做服务，

来回报姐姐这份恩情。”朱扣章说道。

而在社区工作的十几年里，梁慧

丽 也 一 直 将 社 区 居 民 当 作 自 己 的

“ 家人”，85岁的孤老潘伯伯每逢患

病，都是由梁慧丽送医诊治、侍奉茶

汤，像对自己父母一样服侍老人。老

人感到过意不去，但她却说：“ 您是

我长辈，没关系的。”居民有困难或

是突发急事，梁慧丽都是第一时间赶

到现场处置。

梁慧丽勤恳的工作也为她换来

了“ 上海市创先争优，世博先锋行动‘ 五

带头’ 共产党员”、“ 普陀区平安志愿服

务先进个人”、“ 普陀区三八红旗手”等

荣誉称号。

民营公交到底该不该退出历史舞台 乘客看法不一

专家：如要存活需伸出制度援手
都市脉搏

864公交线路的现实窘境引起网友广泛共鸣。 青年报记者 张瑞麒 摄

梁慧丽：“ 居民‘ 呼’我就‘ 应’”

青年报记者 瞿艳花

本报讯 日前市容环境质量监

测中心制定了《 暴雨路边进水口保

洁操作手册》(以下简称手册），这也

是本事环卫第一部应急手册，更加

清晰地规范了暴雨期间环卫部门的

职责。

《 手册》提出了各区（ 县）绿化

市容管理部门按照防汛排水应急管

理要求，明确相关工作要求，并组织

开展专项检查；在防汛排水期间，应

设立不少于一支的防汛排水机动应

急队伍，以补充大暴雨、台风等不利

因素下的应急处置力量，或用于本区

（ 县）范围的调配、增援任务；加强对

一线道路保洁人员道路保洁防汛防

台 应 急 知 识 的 培 训 ， 做 到 知 晓 率

1 00%，在汛期到来之前，要强化一次

培训；在防汛防台黄色及以上预警信

号发布后，立即开展清洁进水口、清

除道路废物箱垃圾及上门收集沿街

商店垃圾等工作，同时，加强道路的

巡查力度，清除道路路面的垃圾和枯

枝落叶，尤其是沟眼、窨井口周边的

垃圾和淤泥。

此外，《 手册》 还规定了具体的

工作流程，并提出了操作规范，对环

卫工人在作业时的人身安全给予警

示，其中一条就是提醒在有积水的路

面作业时注意个人安全，注意路面上

窨井盖是否丢失，遇窨井绕道行走，

同时注意积水处是否有落地式分电

箱、变压器等设备，对可能存在漏电

隐患的积水地区不要轻易涉水。发现

窨井盖缺失、或者发现落地式分电

箱、变压器等设备周围有积水的，应

及时向上级部门汇报。

本市第一部环卫应急手册诞生
提醒遇窨井绕道而行

关注民营巴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