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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无小事，防患于未“燃”，连日来，
奉贤区海湾旅游区经发中心联合各职能
部门深入开展消防安全集中除患攻坚大
整治行动。

海湾旅游区经发中心联合升级版微
型消防站、安全第三方对工贸企业进行复
工复产安全检查。要求企业做好岗前安
全培训、隐患自查自纠、特种作业人员必
须持证上岗，以及消防安全设备维护等工
作，另对前期检查中发现的安全隐患整改
情况开展复查。

海湾旅游区经发中心立足“九小场
所”、多业态混合生产经营场所、人员密集
场所等重点场所，开展消防安全大排查大
整治，围绕各单位是否存在违规动火作业
和生产经营、堵塞安全出口、违规住人、电

线私拉乱接、消防器材是否完备有效等情
况进行深入排查。大整治行动开展以来，
检查单位131家，督促整改隐患14处。

海湾旅游区经发中心联合海湾派出
所和居委干部，对辖区内自建房开展消防
安全检查。对于检查中发现的隐患，要求
相关人员立即整改，同时，对查找出的隐
患进行曝光。为进一步普及消防知识，不
断强化落实企业和社会单位消防安全主
体责任，海湾旅游区联合海湾镇开展社会
消防安全大培训活动。截至目前，已开展
5次大培训活动，参与人数达328人。

下一步，海湾旅游区持续抓好消防安
全集中除患攻坚大整治行动，真正做到隐
患问题早预防、早发现、早消除，确保辖区
火灾形势持续稳定。 文/汪铃

集中除患在行动，海湾旅游区拧紧消防“安全阀”

青年报记者 蔡娴 通讯员 王擅文

本报讯 原本提供给残疾人、老年人
等出行障碍者使用，方便其日常出行的盲
道或破损或被堆放杂物，给残障人士带来
极大不便。上海市青浦区人民检察院公
益诉讼办案部门发现这一情况后，经现场
勘探、采样调查、问卷普查等，后进行检察
建议制发、监督整治，最终使这一问题得到
有效治理，令残障人士可以安全出行。

2022年5月，上海市青浦区人民检察
院公益检察室接到“益心为公”志愿者提
供线索，称辖区内多处地点无障碍设施存
在被破坏、被擅自占用的问题。检察官于
同年6月、7月多次对相关情况进行现场
勘验，果然发现在举报线索中所提到的、
辖区内一大型购物广场附近，由于车流人
群较多，该地段地面一无障碍停车位被堆
放大量杂物，周边盲道也出现不同程度的
砖块缺失、磨损破损，或被摆放石墩、停放
非机动车辆而被擅自占用的情况。在该
商场东侧多条马路附近的人行道上也有
类似情况发生，甚至有部分盲道被井盖、
岗亭所阻隔中断。

公益诉讼检察官随即制作相应调查
问卷，在辖区范围内进行随机采样分发，
了解群众对于这一问题的意见建议及知
晓情况。通过调查，发现辖区内共计九处
地点存在相应问题，违规占用或损坏的盲
道长度竟超过2000余米，而群众确实对
盲道的正确“打开方式”知之不多。

经查证，检察机关于2022年8月2日
向相关行政单位制发诉前检察建议，提
出：无障碍设施出现破损、被擅自占用情
况，给残障人士自主出行、平等参与社会
生活带来严重不便，且其中不乏商场等人

流量大、过往车辆多的地点，盲道损坏、被
擅自占用不但妨碍视觉障碍者正常通行，
且容易引发交通事故，威胁视觉障碍者的
人身健康，存在安全隐患，极易损害社会
公共利益。

相关行政单位收到检察建议书后高
度重视，主动联系公益诉讼检察官进行沟
通协商，检察官也引导其对现场情况进行
核查，并制定完善的整改方案。检察官指
出，应首先整改问题最为突出、情况最为
严重的大型商场周边设施，并多次前往现
场进行监督整改。2022年9月26日，相关
行政单位向检察机关作出回函，表示该商
场范围内问题情况已整改完毕，已通过划
线增设非机动车停放区域方式规范非机
动车辆有序停放。

在一处地区的整改并不代表辖区范
围内的问题都已得到规范、完善。时隔一
年，于2023年初，公益诉讼检察官再次对
于辖区范围内其他地段相应问题情况做
出复查、梳理，并与相关行政单位进行信
息同步。在2023年全年内，陆续对辖区
内5处盲道、残障人士便民点均作出整改
及巡查，大幅提高残障人士出行便利，保
障人民群众切身利益。

2024年新年前夕，公益诉讼检察官
再赴现场对整顿情况进行“回头看”。经
查，辖区范围内大部分地区无障碍车位、
人行步道均已整改完毕，相应破损也修复
完毕。虽仍存在零星几处盲道依然在整
改进行中，但检察官也表示：“我们会持续
发力，跟进监督，保障宪法和法律赋予残
障人士的权利，这也是我们为社会文明进
步和公平正义所作出的微小贡献。”盲道
不“盲”，这是公益诉讼检察官不断前行的
方向。

原本是为了让学生“少走路”，下了高
铁、长途汽车坐上专线直达学校，大学生
为何不领情？

青年报记者注意到，多条线路最尴尬
的莫过于五角场大学专线，只开出了一班
车。事实上，这条线可以串起上海外国语
大学、同济大学、上海财经大学、复旦大
学、上海体育大学、上海理工大学、上海电
力大学。上海东北片这么多高校难道撑
不起一条春运专线？

“从虹桥到同济四平路校区，10号线
是直达的，乘地铁票价也就5元，最多花60
分钟就到了，性价比很高，所以我们大多
数同学选择乘地铁返校。”同济大学经济
与管理学院的季茂茂老师认为，地铁随时
可以乘坐，大巴在时间上则没那么自由。

春运高校专线中，松江线和闵行线相
对而言发车班次较多，但也不是所有偏远
高校的线路都受到学生欢迎，比如临港专
线只发了6班车。记者测算了一下，从虹
桥火车站坐地铁到临港就要2.5小时，还
得再转乘公交车到学校，而乘春运高校专
线到学校只要1.5小时。对此，一名临港
大学生却表示，如果不赶时间，他们还是

会选择乘地铁，因为票价差距有点大。“春
运高校专线票价50元，地铁票价10元，而
且临港的公交车班次不少，不需要等候太
久。”一名上海海事大学学生告诉记者。

事实上，不便宜的票价成为阻碍大学
生乘上春运高校专线的“拦路虎”。对此，
运营方表示，作为企业，他们是要计算盈
亏点的，乘客不多，票价就贵，即便是现在
的票价标准，这次开设春运高校专线企业
还是亏本的。

“想要让票价降下来，就要让更多的
人来乘坐这条专线。”上海交运巴士客运
（集团）有限公司虹桥长途汽车站副站长
李宏鑫介绍说，票价贵，乘客就少；乘客
少，班次就少；班次越少，乘客也就越少，
显然这不是一个良性循环。

万事开头难，今年春运高校专线刚试
点，知晓的人不多，线路也还在摸索当
中。既然是试点，那就有不断优化、调整
的空间。

对此，业内人士建议，相关部门是否
可以给予一定补贴，不要让企业总是在盈
亏上患得患失，这样才能让这条福泽广大
学子的春运高校专线开得更长、更远。

看不见的地方，我们替你们“看见”
检察公益诉讼整治让盲道不“盲”

175个计划班次仅发42班

春运高校专线为何遇冷？

为虹桥枢纽应对春运大客
流提供运能补充，今年，强生交
通联合随申行，共同试点推出6
条“春运回沪返校定制专线”。
然而，从2月16日至3月5日，
原计划175个计划班次的6条
线路却仅开出42个班次，服务
1000多人次，春运高校专线为
何遇冷？ 青年报记者 郭颖 本版摄影 青年报记者 施培琦

大学生排队上车。

春运专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