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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市人大代表姚

键：我身边有很多 !"

后都听不懂上海话，
希望在社区中办沪语
学习班。

退休中学校长王根宝! 支持甦萍老
师的提案!书面意见"！公园里有英语角，也
可以有沪语角啊。沪语广播可以扩容。冰冻
三尺非一日之寒，激活沪语的魅力，需要甦
萍老师这样的专家多坚持和努力。

上海电台沪语播音员建鸣! 上海
话，作为一种语种，必须好好保留和
传承！ 特别是研究吴地地方史，
探究吴地发源、人口形成、地方贡献等
等问题时，是很有帮助的！

旅游公司老总侯仁珏! 上海母语是
沪文化的基础，抢救沪语刻不容缓，马上

从小学抓起，从幼儿抓起。
关键是领导重视，要抓落实各幼儿

园、小学开设沪语班，沪剧院是培训师资
的摇篮。

电视导演张晓阳!陈代表，上海每个
幼儿园应该每天讲一小时上海话，每个
小学每周应有一次讲上海话活动。

社区文化中心主任雁过留声! 有个
严重的问题，学校老师是外地人，不会说
上海话。

谢晓东! 沪语报站是我们巴士三汽
首创。你说得对，现在乘地铁的人数比公
交多得多，应该使用沪语报站。

阮文萍! 以前电视里经常播放沪剧
连续剧，我小时候看得比较多，这样可以
更快地学习沪语。

（本报记者 邵宁 整理）

!"后会听不会讲!救沪语刻不容缓
各界人士忧心上海母语式微纷纷献计

! ! ! !现在# 沪语危机已经越来越深$ 一些 !"

后%#$后的上海年轻人#对上海话是&听得懂%

不会说'#他们之间聊天#都是普通话#哪怕说

的是吃喝玩乐的事儿$ 现在的中小学生#英语

都比上海话说得好$ 这样#再过 %$年%&$年#

上海话就可能会消失$ 所以#我想在本次人代

会上提交一个书面意见#希望引起社会各界的

重视#大家都来想办法#大力保护%传播上海

话# 让沪语这一具有地方特色的方言得到发

扬%传承$

我是一名沪剧工作者#了解沪语具有悠久

的历史#也有很强的地方特色#很多上海话生

动%传神#是无法翻译成普通话表达的$看到越

来越多的上海人不会说上海话# 我是非常痛心

的$ 近年来#政府已经认识到这个问题#在幼儿

园和小学推广沪语童谣等#但是这还远远不够$

可以鼓励教师在部分课程上用沪语授课# 鼓励

小朋友在课间用上海话交流$ 另外#许多新上海

人学习上海话的积极性很高#可以在社区多多开

设沪语培训班# 让一些上海话说得好的阿姨爷

叔来当老师#我们剧团的演员也可以来上课$

我还有一个建议(现在#不少公交车上报

站已经是双语了)))普通话和上海话#这对于

普及上海话很有帮助$ 但是#地铁里的报站和

提醒都是普通话和英语$ 当然#英语报站体现

的是国际大都市的形象#但实际上乘坐地铁的

老外并不多$而一座国际大都市更应当给本地

居民以人文关怀$ 我建议#在地铁里增加沪语

报站#而且应当放在比英语优先的位置$ 地铁

人流量大#有助于传播上海话$

朋友们觉得怎么样* 还有什么建议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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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人大代表陈甦萍#

! ! ! !公共场所的洗手间里鲜见儿童
厕位，洗手池也过高，这让很多父母
们感到诸多不便。今年上海两会上，
市人大代表张辰在书面意见中建
议，在公共场所增设儿童厕位和儿
童洗手池，并纳入强制建筑标准。

张辰代表表示，成人坐便、蹲
厕或洗手台都按照成人的身高和
体型设置，儿童用起来有诸多不
便。同时，儿童使用成人厕位和洗
手池也会带来卫生隐患。由于没有

合适的儿童厕位，很多家长迫不得
已让孩子在绿化带或地上“方便”；
而没有儿童洗手台，家长只能让孩
子站在洗手池的台子上洗手，这些
都影响了公共场所的卫生，有损上
海的城市形象。

因此，张辰代表建议，政府相
关部门应将儿童厕位和洗手池的
建设纳入建筑标准的强制性规定，
并组织协调公厕的建设和检查督
促工作。在公园、商场、超市、电影

院等公共场所新建公厕，应设计规
划儿童厕位和儿童洗手池，或在男
女厕所中规划含有成人厕位、儿童
厕位和婴儿护理台的亲子厕位。此
规定同时纳入《上海市妇女儿童发
展“十三五”规划》。

另外，对于已经建成的公厕，张
辰代表建议增设儿童厕位及儿童洗
手池，或将有条件改造的成人厕位
及洗手池改建为儿童厕位及儿童洗
手池。 新民网记者 李若楠 李欣

新建公厕强制设置儿童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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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广场舞”的火爆不仅催生了
“中国大妈”的热词，高分贝的伴奏
舞曲，动辄数十上百人的规模，也严
重影响了其他居民的正常生活，以
致陷入“扰民舞”的尴尬境地。近年
来因“广场舞”引发的冲突不绝于
耳，“水弹”、“泼粪”、“放藏獒”、“架
高音炮”等事件频现。

有政协委员认为，“广场舞”引
发的社会矛盾看似草根，其实部分
源于城市公共活动空间规划相对缺
位。此外，缺乏自律的公民素质和职
能监管不到位，也是重要原因。

"自娱#与"自律$难兼
市政协委员金忠明认为，公民

享有健身权与休息权，有健身锻炼
的需求，但周边公民也有休息权，两
种权利的冲突，势必产生矛盾。
由于没有明确执法主体，部门

管理的职责不明确，且管理对象大
多是中老年人群，属于已退休的
“社会人”，存在“不服管”的情况，
谁也不愿得罪人，于是互相扯皮、
踢皮球，造成了谁也不管的尴尬局
面，进一步导致了群众自发的极端
解决方法。
金忠明认为，“广场舞”迅速蔓

延之时，因管理制度滞后，如对于群
众自发开展公共空间健身的时间、
地点、设备音量及审批程序，都没有
明确规定，公众在健身活动中也缺
少自律和制度制约，“广场舞”难免
变成“扰民舞”。
除了管理缺位，规划上的不足

也显而易见。根据 #"$%年末发布的
《“十二五”公共体育设施建设规
划》，到 %&$'年，中国人均体育场地
面积将达 $('平方米以上。这一目
标，不足美国现有相应数值的 $)$"，
不足日本的 $*$%，居民体育健身场
地确实不多。想健身又没足够运动
空间，加之经营性健身场所费用较

高，居民小区就成了方便实惠的健
身场所。
此外，我国城市公共空间在设

计上缺乏人性化，往往单纯追求场
面和仪式感，观赏性强却并不适合
进行休闲娱乐活动。

%管理$与"规划$并举
金忠明认为，相关立法机关在

广泛听取人民群众意见的基础上，
应完善相应法律条文。各地方社区
委员会可以针对“广场舞”公共空间
问题举行听证会，使利益双方协商
达成社区民约，从“限音量”、“限时
段”、“限区域”等方面进行规制，划
定专门的健身娱乐区域和安静休憩
区域，同时明确和加大规定的处罚
力度。
在此基础上，可以借鉴新加坡

的“邻里中心”建设社区中心，多设
立室内公共空间。社区中心的建设
可以将舞蹈排练室等硬件设施列入
功能区建设范围，能同时容纳多支
舞蹈队伍活动娱乐，全天候免费为
社区群众开放，使人们既拥有充裕
的公共空间进行活动，又不侵扰小
区居民，进而在公众活动中养成自
律与自觉的意识和习惯。
从长远来看，应把群众文化健

身广场的建设纳入新的城镇建设规
划，作统一合理安排，正确引导健身
点远离居民区，多选择城市的广场
或公园为宜，有条件的小区也可考
虑将居民健身场所建在地下。
现有的公共设施场所也应得到

充分利用，避免资源浪费。特别是室
内公共空间，或是远离居民区的空
旷公共场所，比如体育场、体育馆、
文化馆、活动中心等。也可统筹资
源，促使学校、机关等专业场所在晚
上或节假日免费向公众开放，以吸
纳更多活动者。
本报记者 潘高峰 江跃中

! ! ! ! !广场舞"争端引发不少社
会矛盾#市政协委员建议$$$

首要明确立法管理
多辟公共活动空间

代表呼吁公厕内部设施应更人性化

! ! ! !如今，绿色低碳出行已成为
广大代表委员的共识。这几年的
上海两会，乘坐班车、地铁来开会

的代表委员越来越多。这不，上午
+时刚过，班车已陆续抵达世博中
心，代表们从班车上下来，排队步
入会场。 本报记者 陈正宝

张龙 邵宁 摄影报道

代表低碳出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