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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11月18日上午，记
者陪同包括市政协委员沈杰，上
海市肢残人协会副主席、徐汇区
政协委员黄宇，徐汇区长桥街道
肢残人协会原主席严幼华在内的
三人，冒雨分别重走了肇嘉浜路
天钥桥路和肇嘉浜路宛平南路天
桥。踩点完两座天桥后，三人感
触颇多。市政协委员沈杰更表
示，会撰写相关提案，并将“天桥
之难”的讨论带到上海“两会”上。

在此次的上海“两会”现场，
记者见到了沈杰委员，此时此刻
的他正奋笔疾书一份关于天桥无
障碍设施建设的提案。在沈杰看
来，城市人行天桥是行人过街的
一种重要设施，它能够将步行交

通与机动车、非机动车交通有效
分离开来，从而缓解城市道路交
通拥堵问题，保障行人过街安
全。但是随着上海市老龄化人口
的增长和残障人士、孕妇及怀抱
婴幼儿的市民等特殊人群出行量
的增大，这些过街人行天桥的无
障碍设施建设的问题日显突出，
需要在人行天桥配备相应的自动
扶梯（电梯）的呼声越来越高。

为了了解城市人行天桥的
现状，沈杰委员专门做了一个调
研，他了解到，目前现有中心城
市道路人行过街天桥108座（其
中市属天桥12座、区属天桥96
座），在108座城市人行天桥中
共有 36 座人行天桥配有电梯

107台（其中自动扶梯81台、垂
直电梯26台）。“由此可见，市中
心城区已配备自动扶梯或电梯
的数量，只达到了已有人行天桥
总数的不到三分之一。”

沈杰表示，虽然上海的无障
碍设施建设在全国范围内都是
做得非常好的，但随着上海市国
际化大都市形象的进一步凸显，
随着有障碍人群（老、弱、病、残、
孕）出行人数的不断增加，建议
在现有未安装自动扶梯或电梯
的城市人行过街天桥中，在条件
成熟的情况下，加装无障碍设
施，以方便广大市民的无障碍出
行需求。这样也能更好地展示
城市形象、体现城市温度！

青年报记者 周胜洁

本报讯 在政协会场“修改”

提案是什么体验？来自上海信

息技术学校的“00 后”学生郭文

杰就感受到了。作为政协会场

的一名志愿者，他的岗位在提案

组，负责提案录入。拿到委员交

来的提案后，郭文杰需要修改成

固定格式，然后上传至专门网

页。政协开幕第一天，提案组一

共修改了六七十份提案，郭文杰

一人修改了十几份。昨日他还

参与修改了一份长达 18 页的提

案，一共花了一个多小时。

今年，上海信息技术学校一

共有37位师生志愿者服务于政协

会场，分布在提案组、简报组及新

闻宣传组，承担了大会提案咨询

服务、会议简报记录、会务秘书等

工作。这也是该学校连续15年为

上海市政协提供志愿服务。

昨日，青年报记者探班了志

愿者所在的提案组。来自云南

的学生马艳蓉主要负责复印工

作，虽然复印工作并不复杂，但

做起来较为繁琐。比如一次送

来50份提案，马艳蓉要和同学分

工，进行提案复印，还需要注意

提案的放置顺序。

昨日半天，两人就拿到了

150 份提案，每份复印 9 份，共

1350 份，迎来了“小高峰”，连中

午吃饭也是换班进行。

马艳蓉一直记得报到第一

天带教老师说的一句话：“没有

最好，只有更好。”这份志愿经历

让她更加细心，也关心起社会民

生。

学校带队老师杨钧也一直

待在学生所在的办公室里，实时

指导他们的志愿工作。他说，师

生们每天一早6点多出门，晚上6

点多回家，坚守在自己的岗位

上，每个人都十分珍惜这次难得

的学习和实践机会，也为此做了

充分的准备。

“通过这次历练，学生们接

待委员时更自信，他们也比一般

学生更了解民生社会，了解青年

应该如何为社会服务，培养了爱

国主义精神。”

青年报记者 刘晶晶

本报讯 要吸引年轻人，“夜

经济”需要更时尚，更有上海特

色。“夜经济”的发展受到代表关

注，昨天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市

人大代表、上海市天华律师事务

所合伙人姚海嵩对于“夜经济”

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他表示，夜间经济从经济上

能扩大内需、促进消费、创造就

业、发展经济，从文化上也能体

现上海海纳百川的城市精神。

据商务部一份城市居民消费习

惯调查报告显示，有 60%的消费

发生在夜间，大型商场每天18到

22 时的销售额占比超过全天的

50%。

“我们认为，一座城市的夜

间经济质量，是考察其国际化程

度、文化积淀和居民生活品质的

重要指标和要素。在发展和建

设夜经济时，要注重上海的历史

传承、多元文化和包容精神，更

需要注重发挥民间活力。”姚海

嵩说，尤其对于年轻人，如何在

“夜经济”的建设当中让青年人

也参与进来，如何让“夜经济”吸

引更多青年人，首先要让上海的

“夜经济“更有上海味道，更新

潮、更有国际范儿。

“要符合年轻人的消费特点，

同时又能结合我们的历史文化，

有上海特色。”他表示，此次两会，

姚海嵩和其他代表也将共同就此

提出建议，比如，将“夜经济”和历

史文化风貌保护建筑相结合。

“设身处地去想，我如果是

一个外地消费者，我可能会想体

验上海的特色文化，可以在晚上

去参观历史文化建筑，也可以去

体验老建筑里的文化活动。”姚

海嵩表示，“上海的夜间经济理

应更有文化的厚度，只有夜经济

的各个领域都贯穿上海历史传

承、多元文化和包容精神之魂，

才能打响‘上海购物’‘上海文

化’品牌。”他认为，夜经济可以

与历史文化风貌区的历史和文

化优势相融合来进行设计，培育

文化地标。

“年轻人还喜欢住民宿，住

一晚民宿来体验上海不同的文

化，住一晚，不是正好能体验‘夜

经济’吗？”他说，“民宿”这一新

兴业态也正蓬勃发展，上海正形

成有文化和生活特色的民宿市

场，民宿也能体现“民俗”，旅游

景点和文化地标周边往往是民

宿集中区域，而夜经济的发展离

不开吸引和引入消费人流，特别

是旅游人流的导入，夜经济需要

“熙熙攘攘”。

为此，姚海嵩代表也建议

有关部门加快建立民宿标准化

体系和相关政策，以包容审慎

态度和原则，尊重市场活力和

市场主体的创造力，以引导消

费人流为目标引导和规范民宿

市场，吸引国内外游客向夜生

活集聚区聚集，促进上海夜经

济的发展。

去年，青年报记者踩点沪上诸多过街天桥，调查发现了“上不去、下不来”
的困惑。这件事得到了上海市沈杰艺术培训中心校长沈杰、上海广播电视台
融媒体中心主持人臧熹两位上海市政协委员的关注。沈杰委员承诺，会将天
桥之困带到上海“两会”现场。

昨天，沈委员正式提交了《关于在中心城区城市道路人行过街天桥加大
无障碍设施建设的建议的提案》。他还表示，将在本周五下午举行的，有相关
市领导参加的专题会议上，对此进行发言交流。 青年报首席记者 范彦萍

奋笔疾书交提案 专题会上去发声
市政协委员履约将“天桥之难”带到上海“两会”上

无独有偶，“天桥之难”拦住
残障人士和老年人的现状也引起
了市政协委员臧熹的注意。他表
示，上海71路中运量公交车运行
已经有一段时间了，但是自己发
现一个问题，很多公交车站改到
了路中央后，行人需要依靠天桥
才能到达车站。但现有的部分无
障碍设施并没有完全做到位。比
如有些车站只有自动扶梯，只能
上不能下，有些连自动扶梯都没
有，造成了特殊人群出行不便。
对于残障人士来说，如果没有直

上直下的无障碍天桥的话，就根
本无法去坐71路中运量公交车；
而对于老年人来说，可能需要爬
台阶去坐公交车。

“其实这个问题并不只是在
71路中运量公交车有，上海在很
多沿线都有行人过街天桥，相当
一部分没有安装自动扶梯。举个
例子，石门一路延安中路的过街
天桥之前没有自动扶梯。我经常
看到很多老年人是步行冒着危险
横穿马路。在两年多前增设了自
动扶梯后，这一现象明显变少

了。”臧熹更透露说，有些天桥即
便有自动扶梯或电梯，因为管理
上的问题，也不能让每一个人受
益。“我记得上海有一座可以直上
直下的无障碍天桥，但因为维护
保养人员是朝九晚五上班的，所
以其运作时间也是朝九晚五的。
但倘若没有24小时运作的话，电
梯对于晚间或者早间出行的人就
成了摆设。所以我们要换位思
考。采取人性化的、以人为本的
措施，在需要的地方增设无障碍
设施，保障行人的出行。”

沈杰：市中心城区仅有不到三分之一天桥配备自动扶梯

在条件成熟的情况下，加装无障碍设施

臧熹：没有无障碍天桥，残障人士无法乘坐中运量公交

呼吁采取人性化、以人为本的措施

如何让“夜经济”吸引更多青年人？
姚海嵩代表：让“夜色”更有上海味道

有一群00后志愿者服务于政协会场

去年，沈杰（左）在踩点完两座天桥后感触颇多。 青年报资料图 记者 吴恺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