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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出租车调价听证方案近日对外
公布：共两套，其中方案一将起租费由13
元/3公里调整为14元/3公里；方案二则
维持起租费不变，但将超起租里程单价由
2.40元/公里调整为2.70元/公里。

此外，两个听证方案都将超运距加价
距离，由现在的10公里调整为15公里。而
途安出租车起租价则在以上两个调整方
案基础上，再提高2元。

调价主要用于的哥收入
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13年末，上海

具有出租汽车经营资质的企业94家，个体
工商户3056户；运营车辆44871辆；驾驶
员约8.4万人。

统计数据还显示，2013年，本市出租
车日均客运量253万人次；单车日均服务
车次32.9次，单车日均营收988元；单车日
均运营里程 364 公里，里程利用率约
64.3%；每车次平均乘坐距离7.1公里，每
车次平均营业收入30.03元。

行业主管部门指出，目前本市出租汽
车行业面临的主要问题是，运价结构与城
市发展变化不相适应，驾驶员收入与劳动
付出不相匹配，职业吸引力继续下降；受

“镇保”转“城保”、社保缴费基数增加、车
辆保险费用上升等多重因素影响，企业刚
性成本逐年增加。

来自上海市价格监测与成本调查队
对本市8家出租车企业成本审监的数据显
示，2013年，出租车企业平均营业收入每

车每月8025元，平均营业成本每车每月
6845元，扣除营业外收支和税收后，平均
净利润每车每月671元。

出租车司机收入方面，上述统计数据
显示，2013年出租车驾驶员人均月收入约
6500元。

上海市交通委表示，本次运价调整
所产生的营运增收主要用于提高驾驶员
收入；剩余部分用于企业消化逐年增长
的社会保险、车辆保险等刚性支出、定
期调换三元催化尾气净化装置等环保新
增支出以及提高驾驶员奖励方面的支
出。

夜间运价仍执行上浮30%
根据对外公布的两套听证方案，未来

上海出租车夜间运价上浮仍按照原有标
准，即30%执行。

值得注意的是，两套听证方案中，出租
车超运距加价距离均由现在的10公里，调
整为15公里。而低速等候费也将进行调整：
方案规定，未来出租车低速等候时间将由
现在的每5分钟计收一公里单价，调整为每
4分钟计收一公里单价。

由于近期油价大幅下挫，出租车燃油
附加费也是关注的焦点。对此，上海市交
通委表示，目前出租车运价中的1元燃油
附加费此次不再上调。

资料显示，2011年7月，经过听证程
序，上海将出租汽车运价油价联动机制的
联动方式调整为“燃油附加费”。“燃油附

加费”起征点对应的平均油价为6.43元/
升，每1元“燃油附加费”可消化的平均油
价变动上限为0.79元/升。

上海市交通委表示，此次调整超运距
加价距离为减收因素、调整低速等候费为
增收因素，两者相加降低了营运收入；调
整起租费或超起租里程单价为增收因素。
综合以上因素，整体营运收入有所增加。
根据营运监测数据测算，方案一每车次平
均增加营运收入约1.41元，增幅4.7%；方
案二每车次平均增加营运收入约1.60元，
增幅5.3%。

听证会名单已确定
根据计划，出租车调价听证会将于

2015年1月9日在上海科技馆举行。
上海市发改委发言人表示，目前，

听证会参加人的报名工作已经全部结
束，24名听证会参加人员、3名消费者参
加人替补人员和5名旁听人员名单已经确
定。

“本次有效消费者报名人数为44名，
消费者参加人和替补以及旁听人员都通
过市消保委按照自愿报名、随机抽取的
方式产生，并接受《解放日报》、上海电
视台等媒体监督，经由公证处公证；驾
驶员参加人由出租汽车行业工会接受报
名并随机抽取产生；专家学者参加人通
过专业协会推荐产生；其他参加人员也
都分别通过所在单位推荐产生。”上述发
言人说。

■新闻链接：

为何调整加价里程？
上海市交通委相关负责人解释说，近

年来，随着本市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公众日
常出行区域不断拓展。营运监测数据显示，
本市出租汽车平均运距已从上世纪90年代
约5公里增加至2013年的7.1公里，10公
里以上车次占总服务车次的比例也从不足
10%提高至20%。10公里以上返程空驶率
下降，乘客普遍建议调整本市出租汽车加
价里程。为此，超运距加价距离从10公里起
拟调整为15公里起。

为何调整低速等候时间？
听证方案对低速等候时间也进行了

调整，由每5分钟计收一公里单价调整为
每4分钟计收一公里单价。

这是因为：现行运价结构中，低速等候
费是在出租汽车驾驶员因车辆载客缓行（车
速低于12公里/小时）或乘客要求停车等候
时对营运收入减少的一种适当补偿。受本市
道路资源、人口增长和车辆增加等客观因素
影响，驾驶员普遍反映，近年来城市道路拥堵
时段明显延长、区域明显扩大，拥堵与非拥堵
区域的单位时间营运收入差距进一步拉大。

营运监测数据显示，在拥堵时段每分
钟营收约为1.7元，低于全天平均值2.0元。
受此影响，出租车驾驶员在道路拥堵时段
和区域从事营运活动的意愿下降。适度调
整低速等候时间的计价办法，有利于缓解
部分路段与时段“打车难”。

上海出租车两套调价方案1月9日听证

等候费和超3公里单价将上调

沪少儿住院互助基金
支付范围扩大

上海市中小学生、婴幼儿住院医疗互助基金（简
称少儿住院互助基金）管理办公室昨天发布消息称，
从明年1月1日起，少儿住院互助基金进一步扩大支
付范围，将部分一次性使用和植入性医疗材料、日间
手术病房费用、日间化（放）疗病房费用等，纳入支
付范围。

目前，2014学年少儿住院互助基金的参保缴费工
作已结束，全市集中缴费期间参保人数达213.4万人，
创历史新高，覆盖在本市就读的中小学校（包括中专、
职校、技校、特殊学校）在校学生、幼托机构在园（所）儿
童，以及18周岁以下沪籍散居少儿等。

如果目前还没有参保的少年儿童，本市户籍新生
儿在满月后的1个月内、《上海市居住证》达标准积分
人员同住子女在“积分通知书”出具的1个月内，仍可
办理参保手续。

少儿住院互助基金运行18年以来，已累计为140
余万人次的患病少儿支付费用约15亿元人民币，被称
为“生命绿卡”。

地铁13号线16号线
新开通5站点

昨日，上海轨道交通13号线金沙江路站-长寿路
站、16号线罗山路站-龙阳路站正式投入载客试运营。

13号线金沙江路站-长寿路站此次开通的3座站
点从西向东分别为：隆德路站、武宁路站和长寿路站。
其中，隆德路站可与11号线、长寿路站可与7号线实
现“一票换乘”。13号线金沙江路站-长寿路站开通后，
全线采用单一交路的运营方式。全天列车运行间隔为：
高峰时段8分钟，其他时段8～10分钟。金运路站往长
寿路站首班车时间为6：00，长寿路站往金运路站首班
车时间为6：12；金运路站往长寿路站末班车时间为
22：11；长寿路站往金运路站末班车时间为22：30。

16号线罗山路站-龙阳路站此次开通的2座站点
分别为：华夏中路站和龙阳路站，终点站同步改为龙阳
路站。其中，龙阳路站可与2号线、7号线实现“一票换
乘”，其票价及计价原则与全网络保持一致。16号线罗
山路站-龙阳路站开通后，全线采用单一交路的运营
方式。全天列车运行间隔为：高峰时段8分钟，其他时
段12～18分钟。龙阳路站往滴水湖站首班车为5：50，
滴水湖站往龙阳路站首班车为6：00；龙阳路站往滴水
湖站、滴水湖站往龙阳路站末班车均为22：00。

明年上海私车额度
发放10万张

明年沪牌仍将延续“控量”方针，同时明年第一季
度将继续实行警示价政策。另外，明年上海私车额度的
发放量在10万张左右。

今年私车额度拍卖做到了“六个字”：第一是“控
量”，如果不实施额度拍卖，据估算新增私车数量将在
现在的基础上再增加1至1.3倍；第二是“稳价”，采用
了警示价方式，将拍卖价格控制在7.5万元之内；第三
是“并轨”，将一手车牌与二手车牌并轨拍卖，把炒作的
空间挤压掉。

对于明年沪牌拍卖的具体政策，上海市交通委表
示目前尚处在研究与评估阶段，但可以肯定的是，“控
量”方针仍将延续，发牌总量预计在10万张左右。有鉴
于上海的交通状况，若不在沪牌额度投放总量上有所
控制，上海私车的数量可能要比目前多出1~1.3倍。另
一方面，明年上海交通领域有诸多重要工程即将开工，
对于交通运行考验巨大，因此届时肯定也将出台有针
对性的举措。

上海市交通委透露，明年第一季度将肯定执行警
示价，具体数字为今年第四季度的平均成交价。至于未
来是否“掀帽子”，将视市场反应决定。

有心事或和父母有矛盾，越来越
多的申城青少年开始尝试拨打
12355上海青少年维权服务热线，寻
求专业帮助。两年间，12355平均每
天接到近40个电话，家庭教育类话题
最“热门”，占心理类来电咨询的3成
左右；焦虑抑郁等情况在青少年中逐
年增多，并有低龄化趋势。昨天召开的
第三届12355上海青少年权益保护论
坛，发布了2013~2014年度12355上
海青少年维权服务热线报告。

家庭教育咨询最热
根据统计，2013年1月至2014

年 11 月，12355 热线共接听来电
27241个，回复率95%，回访率90%，
专家工作时间也从原先的每日接听
2小时拓展至6~8小时，群众满意率
90%。统计显示，家庭教育类问题成
为热线咨询新焦点，来电者多为学生
家长，主要倾诉孩子在成长过程中发

生的学业、行为、心理、情绪等问题。
团市委副书记刘伟表示，年轻家长自
身存在抚育焦虑、家庭教育方式趋向
多元，这些都是造成热线更“热”的原
因。

抑郁焦虑呈低龄化
值得关注的是，两年来，青少年

成长类问题在热线咨询问题中上升
趋势明显，已占到心理类咨询总数
7.85%，比往年同比增长175.08%。据
不完全统计，这些来电中，有近2成
青少年具有较为明显的神经症症状，
其中一些已经得到专业机构的确诊，
并处于药物治疗阶段。焦虑、抑郁等
病症逐年增多，并有低龄化趋势。与
此同时，年轻一代的人际关系、职场
压力等问题也日趋增多，占心理类来
电总数的 2.38%。由于人际关系不
良，不少青年出现焦虑抑郁的负面情
绪和回避退缩等负面行为，造成自

卑、自闭等心理问题，导致其无法适
应学校和单位的人际环境，影响正常
的学习和工作。

此外，有5.7%的心理类来电是
为了情感倾诉。其中“剩女宅男”“夫
妻矛盾”“婆媳关系”“婚前同居”“恋
爱焦虑”等问题咨询比例居前。

存在三大重点难点
12355有关负责人介绍，目前，

热线处理的重点、难点主要集中在青
少年维权、危机干预、少女意外怀孕
这三方面。未成年人流落街头、受到
家暴、遭遇性侵害和性骚扰、父母离
异后未成年子女抚养费无法落实等，
这些问题的解决既需要给予当事人
法律、心理方面的支持，也需要当事
人所在的街道及社工点提供上门服
务及定期回访。如何整合资源，拓展
服务深度，确实有效地解决问题，是
处理这类个案的难点所在。

近日，上海市推进智慧城市建设
行动计划（2014~2016）公布。新三年
行动计划中，智慧交通将是重点，而
市民们也可拥有“我的气象台”，老
人、儿童、疾病易感人群等都将得到
精细化的气象服务。

新三年行动计划中，重点专项一
是智慧交通：将建公共停车信息平
台，采集实时停车泊位信息，发布停
车诱导动态信息，推进停车收费电子
化和监管智能化。

智慧健康上也有新举措：深化基
于市民电子健康档案的卫生信息化
工程，推进健康信息在公共卫生机

构、医疗机构、家庭医生和市民之间
共享利用，建设覆盖医疗、医保、医药
和公共卫生领域的卫生综合管理平
台，推动医疗大数据研究和应用。
深化医院信息化建设，探索新型患
者就医、付费模式，探索开展远程
医疗服务。建设群众体育健身信息
服务平台，为市民提供体育场馆查
询预订、体育健身指导及体质监测
等服务。

新三年行动计划中，还将建设
智慧气象：建设城市专业气象服务
平台，建立气象对相关行业影响的
预测模型，为交通、卫生、农业、

能源等重点行业提供智能化服务。
建设个性化、互动式的“我的气象
台”，紧贴市民衣、食、住、行等方
面的需求，为老人、儿童、疾病易
感人群等特定群体提供精细化的气
象服务和生活引导产品。拓展气象
信息发布渠道，使市民享受触手可
及的气象服务。

此外，还得完善全市环境质量监
测网络建设布局，实现对大气、水、噪
声、辐射、土壤、生态等环境要素监测
监控全覆盖，并加强长三角区域大气
污染联防联控，实现区域内大气污染
综合监测数据实时共享。

娄塘老街，
上海最后的弹硌路

百年前，嘉定娄塘曾是商业重地，如今虽繁
华与规模不再，但街巷格局基本留存下来，当地
以“娄塘街，条条歪，七曲八弯十七八个天井堂”
形容其独特建筑格局。

嘉定区娄塘老街，在喻晓的190条老街名录

中被归为古镇老街，还是其中最为典型的之一。
“养在深闺人未识”，在喻晓的眼里，上海本地人
大多不知道上海还有这片保存完好的老街。这
里，留有上海最后的较为完整的“弹硌路”。

曾经的地标大井塘被填了
对“老上海”来说，“弹硌路”再熟悉不过，上

世纪50年代，由卵石、块石铺筑的“弹硌路”约有
400条，总长800公里，福州路、九江路等都曾在
其列。上世纪90年代后，随着上海城市现代化进
程的日渐加快，拆改建使“弹硌路”渐渐消逝，如
今已基本绝迹。不少人在网络论坛上问，哪里还
能看到“弹硌路”？答案是娄塘老街。

初冬的娄塘老街，时光仿佛静止。这里始建
于明朝朱元璋年间，距今逾600年，蜿蜒的街巷
与纵横的水系相互交织，年代久远、墙面斑驳的
传统民居群落留存其间，大多是二三层楼的老砖
瓦房。

晴朗的上午，老街两三米宽的“弹硌路”上很
安静，临街开门的民居鲜少见人，但不乏生活气
息。用竹子搭出的晾衣架晒着孩子的小衣小裤，
窗口倒晾着拖把，墙根立着几双拖鞋。更远的小
空地上，在房屋和树木间扯起绳索，被子一面一
面晾晒在阳光之中。水边的梧桐树叶子已枯黄，
桥栏上晒着腌制过的咸菜和萝卜，偶有个别妇人
在门前空地上忙着晒收稻谷。

但这里也不时透露着现代气息。高价收电器
的小广告如同狗皮膏药一样贴满了木格的窗户、

“10M特惠500元一年”的宽带广告、孩子用白
粉笔在墙上记下的英文单词、某户人家新换的防
盗窗与双开门的防盗铁门……

娄塘百年前曾是个商业重地，如今虽繁华与
规模不再，但街巷格局基本留存下来，当地以“娄
塘街，条条歪，七曲八弯十七八个天井堂”形容其
独特建筑格局。“大井塘”是娄塘最为著名的特色
古迹之一，建于17世纪40~50年代，也是当地唯
一的一口井。由于街巷曲折，不认路的人绕来绕
去都回到同一个地方，以为有很多井。

“大井塘”在什么地方？当记者询问当地居民
时，对方热情地指路。“现在已经被填了！”居民李
老伯带记者来到西大街和北大街交汇处的瞿家
弄口，指着地上一块凸起的水泥石板说：“原来就
在这下面。”当记者询问是什么时候填上时，10
多位居民竟没人回忆得起具体的年份，有人说几
年前，也有人说十几年前。

老虎灶还在烧开水
娄塘老街上很少看到青壮年。阳光洒满的

“弹硌路”上，两位年轻的母亲一个在手把手教孩
子走路，另一个追在骑电动小车的儿子身后。公
共厕所的门外水斗里，老婆婆正在用力地刷着马
桶，几只小黄狗在周围窜来窜去。

93岁的张老伯站在瞿家弄的家门口，上身
穿着很有上世纪特色的深蓝色布衣，外面罩着一
件几乎同色的羽绒马甲，下面是淡绿色的裤子和
深绿色的球鞋。年迈，却依然有着高大的身架。

“我16岁从江苏海门到这里。”张老伯用一

口几乎是上海话的方言告诉记者。77年前，初到
上海的张老伯辗转多处，最终娄塘的热闹把他留
了下来。在这里，他娶妻生子，有了孙辈。孩子很
有出息，分配进了研究所工作，孙子也在当地念
小学。“现在这里主要靠打工赚钱，有些人把地承
包出去。”张老伯淡淡地说。张老伯退休的儿子还
和他在一起，孙子却去了长兴岛的造船厂。

这天上午，沈阿姨正门里门外忙着晾晒。10
多年前，她从湖北举家迁往娄塘，女儿女婿在镇
里工厂打工，孙子在附近的小学读书。这里是他
们寻觅良久后的落脚之地，只因生活成本相较上
海其他地方能令他们接受。在娄塘，还有不少像
她一样的外来务工者，本地人员到市区购房迁居
后空出了这些老屋。一些大门紧闭的房子上，也
贴着招租的字条。

在上世纪30年代曾被日军占领毁坏后又重
建的小东街上，至今还有一个“老虎灶”，不时有居
民前来打水。热水大瓶3角、小瓶2角，秋冬每天能
挣六七十元，夏季大约三四十元。“灶主”今年6月
刚从邻村搬来的，此前守“老虎灶”是位老伯，独居
在此不慎一跤跌成植物人，已被亲戚接走。

老街上的不可移动文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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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教”话题最热“抑郁”年龄走低

近日，300只形态各异的大熊猫雕塑“入驻”上海金山区枫泾古镇，给迎接新年的江南古镇增添喜气。

上海智慧城市建设新三年计划公布

娄塘老街留有上海最后较为完整的“弹硌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