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茸 城 新 论

12月18日，2010松江新城油画院油画作品展在泰晤士小镇美术馆展出，90
多幅油画新作亮相展厅。作品映射出画家们对时代发展的感受，体现了对艺
术探索的追求。图为市民在欣赏油画作品。 记者 岳诚 摄

□记者 张小小

上周末，我区迎来今年冬至第一
波祭扫高峰。为缓解地面交通压力，
减轻道路拥堵现象，我区从去年冬至
起推出轨交+短驳的便民措施，今年
继续推广这一措施。据了解，在12月
18日和 19日两天，在 9号线洞泾站和
大学城站接驳点共安排26辆车，接送
前往天马山公墓、天马塔园以及华夏
公墓祭扫的市民。当天，记者来到轨
交9号线洞泾站现场体验了一把。

短驳车便市民
人少车多勿急

家住徐汇区的市民张先生以往
扫墓都会选择自驾车辆，但这次他也

选择了先乘坐轨交再转短驳车的出
行方式。这样的改变缘于一次堵车
经历。“上次从万体馆出发到天马山
公墓，我开了近2个半小时，有一半的
时间被堵在路上”。回忆起来，张先
生仍旧有烦恼。

12月 18日上午 8点左右，专门用
于接送 9 号线洞泾站下车、前往天马
山公墓祭扫的市民的短驳车已经发
出 10 辆，平均每辆的发车时间为 7 分
钟，基本做到每人一座，人满发车。
为赶在祭扫大军来临之前，家住徐汇
区的王阿姨特地赶了个早，生怕到时
乘不到短驳车。到了现场她才发现
多虑了，原来短驳车非常充裕，乘客
从 9 号线洞泾站下车，出站走到短驳
点就可以上车，几乎没有等候环节。
她探得情况后，赶紧打电话告诉家里

车子很多，不用为避开高峰急着出
门。而另一边的吴大伯正呼唤着奔
跑在他前面的太太“慢一点，车子会
等人的，不要那么急”。

短驳车出大力
志愿者也省力

19日 8点 30分，又一列从杨高路
站出发的9号线列车在洞泾站停了下
来。一批赶早的祭扫者大多已经头
发花白，手持着老人卡出站。由于平
时不常乘坐轨道交通，其中有几位老
人在出站时遇到了麻烦，堵住了后续
出站的乘客，候车大厅里很快拥挤起
来。一名志愿者见状，赶紧上前帮助
老人刷卡，对于一时解决不了的问
题，他们也先开启特殊通道门疏导，

然后再解决交通卡的故障。一名祭
扫者下车后在大厅内徘徊多时，志愿
者主动上前提供帮助，原来是他找不
到短驳点，志愿者了解情况后立即为
他指明了路。

一位祭扫者正用手机关照家人：
“短驳车的目的地是天马山公墓，不
到塔园。”旁边的工作人员听闻后立
刻善意提醒：“短驳车途经塔园，不需
要走很多路”。这位祭扫者一边转述
工作人员的话，一边与家人感叹起今
年的祭扫比往年真是大不同，世博会
给百姓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好处。一
名公交工作人员表示，虽然公司当天
只排了21名工作人员，但现场人人文
明乘车，秩序井然，这项免费短驳车
的服务让他们的工作比往年轻松了
不少。

本报讯（见习记者 丁艺婕）记
者前天从松江大学城多所高校了解
到，为了方便学生寒假回家，许多学
校已经开通代办预定学生团体车
票，由学生填写个人信息，以班级为
单位集中统计最后交由学校服务中
心统一办理。

据立信会计学院王老师介绍，
目前该校学生车票已经订了 1200
多张，学校还对十多名困难学生代
买了回家车票，以保证学生能回家
过年。东华大学日前也已发布订票
公告，公告显示，该校从 12 月 21 日
—12 月 23 日代办学生团体预定车
票。本次预定学生团体车票时间为
2011 年 1 月 13 日—1 月 20 日，只预
订上海站、上海南站、上海虹桥站的
各次列车、高速动车组（G 字头列
车）及动车组列车（D 字头列车）二
等座车学生票，不办理全价票、软卧
票、返程票。1月13日至1月18日，
学生团体票可预订上海站、上海南
站、上海虹桥站始发的各次列车硬
座及硬卧、高速动车组及动车组列
车二等座车车票。1 月 19 日至 1 月
20 日，学生团体票可预订上海站、
上海南站、上海虹桥站始发的各次
列车硬座、高速动车组及动车组列
车二等座车车票。

本报讯（见习记者 丁艺婕）寒
冬来临，学生的冷暖牵动着老师的
心，近日大学城多所高校启动了“为
困难学生送温暖”活动。

记者从上海对外贸易学院了解
到，考虑到有些同学经济困难，买不
起回家的车票，学校为经济困难的
外地学生准备了回家路费，为部分
家庭经济特别困难的学生准备了慰
问金。此外，学校还特意为困难学
生定制了羽绒服。

立信会计学院日前也启动了
“爱心助学，冬季送温暖”的活动，为
家庭贫困的学生发放了毛毯，买好
了回家的车票。

上海外国语大学管理学院还特
别组织了“温暖冬日情，师生共话
时”茶话会，给同学们送上了冬日御
寒物品耳罩、暖宝宝等，还为英语学
习进步较大的两位困难学生赠送了
收音机。

本报讯（见习记者 丁艺婕）
前天，记者从大学城多所高校了解
到，随着冬季到来和天气越来越干
燥，为加强冬季消防安全工作，各学
校都加强了安全工作的具体部署和
实施。

立信会计学院开展了系列消防
安全工作：保卫处在全校范围内开
展消防安全大检查，对学生公寓违
规使用电器、逃生门闭锁、消防通道
堵塞、消防警铃故障等隐患问题进
行整改；各机关职能部门安全员、图
书馆职工、后勤职工等92人进行消
防培训和灭火演练；制作了宿舍灭
火逃生的宣传图片，在学生公寓配
置逃生器材。各项措施的实施获得
了松江消防中队、东方明珠物业、大
学城派出所等专业人员的好评。

上海外国语大学也采取了相应
措施，例如限制学生违规使用大功
率电器，完善疏散指示标志，应急照
明灯保持良好状态等。

申牛路、茶苔路路况不佳，松浦
三桥护栏低矮，新造公路交通设施未
齐备，《松江报》近来报道的这些问
题，让人感觉如鱼刺鲠喉。仔细思量
后发现它们有一个共同点，都是政府
便民实事工程留下的“小尾巴”。事
情虽小，麻烦可不小，便民不成反

“碍”了民，一片好心却落了埋怨。这
类问题何以层出不穷？问题的症结
在哪？笔者想就此发表一下拙见。

其一，古语云：兼听则明，偏听则
蔽。相关部门能否在工程规划、设计
时，多一点调查研究，少一点想当然，
多征询附近的老百姓的意见，指不定

也能“三个臭皮匠赛过一个诸葛
亮”。其二，智者千虑难免一失，规划
得再好，还得靠实践说话，所以工程
开工后眼睛不要挪开，要盯紧，发现
问题、找到岔子不能客气，要及时调
整、甚至更改设计。其三，工程完工
后，别急着“包扎”放进礼盒给百姓献
宝，还得看看现场情况，问问百姓意
见，听听媒体呼声，尾收了没？很多

问题就是因为尾巴没收好，忙了那么
久、那么辛苦，却在最后掉了链子，白
璧微瑕，不免让人遗憾。

除了上述这些，还有一点也是最重
要的一点：心态问题。笔者认为，当下
个别部门的个别人员仍然残留着一丝大
老心态，好像为民办实事是对老百姓的
一种恩赐，一种恩典——既然是我友情
赠送的，你们白拿的，那我把工程做好了

就完事。至于后续，那是你们自己的事，
恕我不伺候了。笔者希望有这样心态的
人，要转变心态，别再把自己“供奉”成

“大老爷”了，要多想想资金取之于谁，
又是谁把权利交给自己的。各部门都
要建立起问责机制，把实事工程从头盯
到尾。

行百里者半九
十。衷心地希望相
关部门加强“售后服
务”工作，重视便民工
程的“小尾巴”，莫让
小小瑕疵坏了为民
办实事的好名声。

免费短驳免费短驳车便利了市民祭扫车便利了市民祭扫
——冬至祭扫高峰日轨交9号线洞泾站短驳点见闻

本报讯（见习记者 周诗旻）冬天
里，市民取暖时既要低碳又要省电，为
此，记者提供几个小技巧，给大家参
考。

使用空调时，第一，不要多次开关
空调，启动时室外压缩机也随着相应
启动，这时耗费电流是最大的，多次开
关反而耗费了许多不必要的电量。第
二，空调中的过滤网堵塞会影响其正
常工作，同时也会增加不必要的用电
量，及时清洗是十分重要的。第三，制
热温度调至比自己想要的温度低2摄
氏度，这样身体感觉虽然并不太明显，
却能节省下近两成的电量；室内温度

最好以20摄氏度左右为佳。第四，可
将风速设为低风挡，此举能节省一定
的电能。又因冷热空气比重不同，制
热时最好让空调风向朝下，以提高冷
热空气的交换，达到省电的目的。第
五，在选购空调时选择无氟节能变频
空调。

使用电热毯时，可在睡前 5 分钟
开至最大挡，当温度达到自身舒适时
即开到小挡。而对无高、低温度调节
开关的电热毯，则适合在睡前 5 分钟
打开开关，睡时关掉。可别小看这个
方法，一个冬天可以节电 50 度-80 度
左右。

本报讯（见习记者 孙皓） 入
冬，骤降的气温极易引起家庭水龙
头冰冻现象，市民可以采取包扎、滴
水及热裹等 3 种方式，对用水设施
提前做好防冻保暖和解决受冻水
管。

据松江自来水公司介绍，对于裸
露于室外的供水管道，可采取包扎布
料的方法给水表、闸阀及水管“穿衣
戴帽”；天气特别寒冷时，市民可以打
开家中的水龙头，使水管中的水流
动，避免水管冰冻。

对已经冰冻的龙头、水表、水管，
居民应先用热毛巾裹水龙头，然后浇
温水（不高于 60 摄氏度），使龙头解
冻，再拧开龙头，用温水沿水龙头慢
慢向水管浇洒，使水管解冻。若浇至
水表处仍不见水流出，则说明水表也
冻住了，此时再用热毛巾包在水表
上，用温水浇洒，使水表解冻，切忌用

火烘烤和浇洒滚烫的开水，以防水管
突然爆裂。

本报讯（记者 张小小） 日前，洞
泾镇和新桥镇分别接受了一名从市
儿童福利院转来的孤儿。

苏新茵是两名孤儿中之一，在区
民政局的安排下，她现在洞泾镇残疾
人综合服务中心工作，中心里的学员
们亲切地称呼她位“苏老师”。童年
的苏新茵是不幸的，在尚未记事的年
纪里她就被父母遗弃在火车站，8 岁
那年她被送往上海市儿童福利院。
成年后的苏新茵是幸运的，虽然从小

在福利院长大，但她仍获得了在园林
学校念书的机会。今年她作为一名
应届毕业生被推荐到我区，由洞泾镇
安置她的回归社会工作，不仅为她提
供了工作，还为她准备了住所。全新
的装修和全新的家具，小苏满脸止不
住的笑意。

而另一名同样也很优秀的孤儿
贾春生活在新桥镇，目前在外来人口
管委会工作。小贾的住处被安排在
新建成的雅鹿小区内，但考虑到小区

里的入住居民还比较少，她现在住在
临时的过渡房内，同住的都是政府部
门的工作人员，生活上也有个照应。
小贾说：“我现在对松江的环境还不
熟悉，所以每天上下班都有人带着
我，怕我一不小心走丢了。等慢慢熟
悉了就不用再这么麻烦大家了。”小
苏和小贾是一同在儿童福利院长大
的两名孤儿，此次又恰巧都被安置到
我区，两人相约要好好聚聚，来庆祝
自己的“新松江人”身份。

大学城里暖如春
贫困学生添温暖

大学城加强冬季
消防安全工作

高校寒假学生
团体订票开通

莫让“小尾巴”坏了好名声
□周诗旻

冬天取暖省钱环保有技巧

昔日遭受遗弃不幸 如今工作回报社会
我区安置两名市区孤儿

包扎 滴水 热裹

三种方法防水龙头被冰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