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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鞠敏 张欣平）一
头连着政府部门，一头连着市民读
者。本报“夏令热线”不仅成为市民
和读者值得信赖的倾述平台，也成
为职能部门领导真实了解民意的渠
道。截至今天上午，今年“夏令热线”
!!"#!$热线"市民来电已突破 !万
个。这一数字，一方面表明市民对于
解决民生急难愁问题的迫切愿望，
以及参与城市管理的积极性；另一
方面也反映了政府职能部门的工作
机制还存在不少薄弱环节，工作作
风还存在不少问题，需要认真倾听、
深入了解，以便在持续酷暑日着力

提升应对能力。
炎炎夏日，市民和读者遇到了

生活中的困惑和烦恼事，或是对城
市运行管理的问题提出建议，都会
不约而同地求助于本报“夏令热
线”。在 !万个来电中，记者发现很
多热心市民和读者除了反映夏日生
活中的不如意事外，更多的已经从
"#年前单纯的“投诉”，发展到如今
积极“提建议”，针对发现的问题，提
出有效的改进措施。
家住四平路的本报读者郑康健

来电直截了当说，政府部门平时就
应该主动去了解民生问题，而不是
“夏令热线”期间被动等老百姓反映
问题。倘若不是局长来接听电话，有
些问题往往得不到重视，主动还是
被动，这就是群众观念的问题。

市民吴翼民也来电表示，在夏
季高温时节，一些平日里困扰百姓
民生的问题越发突显出来，这也是
为什么“夏令热线”特别受到重视的
原因之一。然而每年的“夏令热线”
毕竟短暂，许多问题拨打“夏令热
线”后问题很快解决了，但是过段时
间又会复发。“希望能建立长效机
制，保持夏令时节的办事效率，将监
管的职能落实到位。”
在大量的来电建议中，有不少

含金量较高、操作性较强的，例如，
很多市民对城市公交线网完善、高
架道路防噪声屏设置等提出了“金
点子”，市民王先生针对北京市强降
雨引发的洪涝灾害，建议在所有下
立交桥处增设标尺，以便驾驶员掌
握积水深度。这些不仅体现了市民

群众强烈的参与意识，而且展现出
了较为专业的参与水平。
在今年的“夏令热线”中，“违法

建筑”“乱设摊”“噪声扰民”“出租车
拒载”和“公共区域秩序维护”，依然
是市民和读者关注的焦点。这些“老
大难”顽症，市民和读者深恶痛绝，
但相关职能部门往往“未说明处理
问题的办法”和“过分强调客观因素
和解决问题的困难”。来电市民季一
帆建议，应责成相关部门认真查找
原因，提出整改对策，并固化在全年
的常态工作中。能否根治顽症既是
对政府执政力的检验，也是对政府
公信力的考验。季先生的建议，也集
中反映了市民群众期望政府部门进
一步转变作风，扎扎实实治理城市
管理顽症的迫切呼声。

除了传统的来电反映外，今年
本报“夏令热线”还开通了微信、微
博等新的反映渠道，同样吸引了众
多年轻人的积极关注。微信名为“新
生代”的网友表示，我们年轻的一代
更主要关心的是食品卫生安全、网
速快慢和电信服务以及外出旅游等
方面出现的问题。“民有所呼，我有
所应”，“夏令热线”不仅仅是城市管
理几个职能部门各归各的事，应该
成为一个平台，让更多的相关部门
跨前一步，主动担责。
“夏令热线”特聘的市民监督员表

示，参与单位的一把手，每年走进接听
室成为一种功课，希望他们利用“夏令
热线”这样好的公众参与渠道，多听听
群众的声音，使城市管理服务工作更
加贴近民生、符合民情、深入民心。

6万来电传达“急难愁”群众心声
新民晚报夏令热线火爆，来电、微博、微信踊跃，既有市民寻求解决切身

民生突出问题的急迫，更有群众对政府部门工作的批评、意见和建议

! ! ! !本报讯（记者 屠仕超 王勤
俭）申城连日高温，使得因中暑就
诊的病人不断增加。截至昨天，上
海闵行区已有 "名重症中暑病人
死亡。医生提醒：持续高温，当室内
温度达到或超过 $%!也会引起中

暑，光靠电扇吹风并不能起到有效
降温效果。尤其是老人若在此环境
下，一定要开空调降温。

昨天上午，在闵行区中心医
院，一位 %&岁的患者因中暑一大
早就被送进医院，其工友称，他们

当时并没有在烈日下暴晒，也没有
进行繁重的体力劳动，而是在只有
电扇没有空调的环境下工作。院方
称，最近 $天内该院已经收治了 '

例类似的重度中暑患者，其中两例
在送医时就已经出现多器官功能
衰竭，最终不治身亡。

医生介绍，并不是只有暴晒才
会引起中暑，当室内温度达到或超
过 $%!以上时，也容易出现中暑。

连日高温致2人中暑死亡
医生提醒：室内温度超过35℃需开空调降温

副热带高压继续肆虐 申城8月初热得更疯狂

连续酷暑至少还有一周

! ! ! !高温不退，浦东新区
各医院的门急诊量不断攀
升，各级医院和医疗机构
力举各项措施，加强门急
诊一线力量，在酷暑下为
市民们编织了一道道“生
命的安全网”。
入夏以来，东方医院

门诊量骤增，每日门急诊
量平均达 !%##人次，其中
仅急诊人数每日就超过
(###人次。为做好处置突
发应急事件的准备，医院强
调院前急救与院内抢救一
体化，急救抢救与内外科一
体化，急诊抢救与重症监护
一体化。浦南医院各科室
周一到周日全部开诊，一
旦出现批量病人，立即在
门诊部开启第二诊区及补
液室。周家渡社区卫生服
务中心的医护人员冒着酷
暑，组成若干个体检小分队，先后
完成 $###多名老年人的大肠癌
筛查、)*!万余名老人的体检。

本报记者 金恒

特约通讯员 蒲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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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成非危重病患“错享”120服务
农工党市委“问诊”急救系统呼吁建立分层救护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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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连续高温，急救业务量剧增，)"#
运行面临巨大压力。记者了解到，目
前院前急救服务对象中约 )%"属于
以护送转运为主的康复病人，另有约
)+'的病患并非危重救治对象。农工
党市委建议，找准急救系统不堪重负
的症结所在，建立分层救护模式。

症结
非危重病人!占用"急救车

急救医师待遇低发展有限

本市急救站点数量达 ((!个，

配有救护车 !(!辆，平均每 '万人配
置一辆救护车，高于 %万人一辆的国
家标准。然而，近 (,年来，本市急救
业务量每年增幅超过 ),-，",)"年
急救服务出车近 %.*%万车次，预计
到 ",)%年将突破 &,万车次。

农工党市委负责人告诉记者，
调研发现，目前院前急救服务对象
中约 )%"属于以护送转运为主的
康复病人，另有约 )+'的病患并非
危重的救治对象，如发烧、扭伤等。
这两部分病人“挤占”了危重病人的

急救用车。
急救医师严重不足也是制约急

救服务能力提升的一大瓶颈。急救医
师的收入待遇普遍不高，职业发展空
间更是有很大的局限，愿意从事急救
工作的年轻人越来越少，原有的急救
医师队伍也面临人才流失的窘境。

建议
分层救护节约车辆资源

多措施培养急救员队伍

农工党市委提出应多措并举，

建立分层救护体系。根据人口密度
完成院前医疗急救网络点的全覆盖。
在急救中心设立危急急救、康复转
运、基础急救三个网络，由 )",根据
现场急救员的报告按照情况分层提
供救护。针对急救医师紧缺，农工党
市委也开出“药方”。一是对急救员分
等级进行培养。二是提高院前急救医
生队伍的稳定性，进一步提高急救医
生的待遇。部分规范化培养的住院
医生应增加其院前急救的轮转。
本报记者 潘高峰 通讯员 蒋玲

! ! ! !本报讯 （记者 马丹）高温
（$%!）已不稀奇，酷暑（$/!）也变
“常客”，&月初申城将继续“烧烤”
模式。今天 &时 ",分，高温橙色预
警信号拉响，这已是“史上最热 /

月”第 &个高温橙色以上预警了。.
时 '%分徐家汇站气温升至 $!*&!，
),时不到全市气温均以轻松跃过
高温线。据上海中心气象台预报，
虽然明天是 /月最后一天，但 &月
初，申城不仅逃不出高温的“魔
爪”，更要备受酷暑的煎熬，预计未
来一周本市最高气温都在 $&!至
$.!，也不排除再度出现 ',!的可
能，最低气温在 "&!至 $,!间。

截至今天，这波高温热浪已给
申城带来了连续 )) 个高温日，其
中自 /月 "$日起已连续 &天出现
极端最高气温超过 $/!的酷暑天。
市民也热得直呼吃不消：“走在路
上觉得小腿都要被烤焦了！”“一出
办公室觉得像是撞上了一堵热
墙。”市气象局首席服务官邬锐说，
之所以气温“居高不下”，都是副热
带高压惹的祸，今年的副热带高压
不仅位置比常年偏北，比常年偏
强，控制长江流域上空的时间也
长。而据最新的预报显示，&月初
“惯犯”副热带高压将再度加强西
伸，高温晴热持续至少 /天。

邬锐说，气象局公布的气温数
据都是由置于百叶箱内的温度计
观测而来，与人体体感温度有一定
差别。“虽然城市热岛效应并未在
今年的极端高温天气中占过多比
重，但城市中空调、汽车等的大量
使用，仍会令没有树荫遮挡的水泥
地或城市空地的温度更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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