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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一名公交 !"# 路的驾驶

员! 去年 $月 %&日上班时"我在终

点站的驾驶员休息室滑倒" 经送医

院治疗" 诊断为左肘软组织损伤以

及左肩袖损伤!去年 '月"我在华山

医院进行了手术" 随后接受门诊治

疗!因当时是工作时间"我的那次受

伤"被相关部门认定为工伤"并鉴定

为因工致残程度十级!

今年 '月" 我去社保中心报销

工伤医药费! 社保中心在核定医药

费时" 向我指出其中有些药品不在

可以报销的目录中" 共 ()*'元"让

我找单位解决!华山医院医生证明"

这些药品是手术时必须使用的耗

材!于是"我将在华山医院做手术的

医药费明细单等相关材料提交给了

公司! 几个月来" 尽管我问了好几

次"却迟迟得不到解决!

读者 邹鸿森

"本报调解#

记者看到，读者邹鸿森在社保
中心不能报销的手术必须使用的耗
材，总共有 !件。其中 "件为关节镜
手术时用的，另 #件是麻醉时使用，
还有一件为术后康复必须使用器
材。为此，华山医院运动医学科与麻
醉科专门开出了书面证明。
接到反映后，本报读者接待室

与巴士三公司取得了联系。巴士三

公司相关负责人谢先生向记者解
释，以前公司处理工伤的负责人已
经退休，他不久前才接手此事。邹工
伤住院治疗期间，公司是很重视的，
为了方便治疗，曾预支借给了邹一
笔经费。当谢先生得知邹鸿森在社
保中心不可报销的医药费，属于手
术时必须使用的耗材，并且还有医
院相关科室的书面证明后，他向记
者表示，这对公司报销这笔费用是
很有利的证明，他将向公司提交报
告，公司相关会议会讨论并对此事
给出解决方案。
日前，读者邹先生专门来到本

报读者接待室向记者反馈，公司已
报销了那笔 $!%"元的医疗费，他为
此表示感谢。

本报记者 钱绿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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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图有真相

! ! ! !聋哑人士前往银行，需要办理
业务怎么办？近日，农行上海肇嘉
浜路支行的员工们耐心地通过手
写纸条传递信息，顺利地帮助多位
聋哑人士办理业务，解决了客户的
后顾之忧，赢得了好评。
近日的一天下午，两位头发花

白的老人走进农行上海徐汇肇嘉
浜路支行，办理无卡转账业务。柜
员见他们眉头紧锁，握着拳头，脸
上很快淌下了汗珠。原来，他们担
心因沟通不便，难以办理业务，心
里十分着急。
“您好，需要帮助吗？”对公客

户经理朱堃主动上前接待，见对方
没有回应，朱堃已经明白了大半。
在了解到老伯的需求后，他耐心地

指导老伯们填好单子，引导他们前
往柜台。随后，朱堃递上一张白纸，
做出写字的样子，示意可以通过书
写来交流。
于是，一张张白纸转眼间就被

写满，在柜台的玻璃前后来回传
递。柜员孙嘉源耐心地边看纸条，
边执行操作。办理业务的整个过程
中，两位老伯多次对两位员工竖起
大拇指，并在手机上打出“他服务
很好，很有耐心，很感谢你们”。不
到 #&分钟，业务办理完毕，两位老
伯还主动要求同员工合影，并在
“回音壁”上写下表扬。

朱堃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
示，“无论面对的是普通客户还
是弱势群体，我都会竭尽全力为
他们解决困难，这是职责，也是
坚持。”

本报记者 徐驰

特约通讯员 何东

纸条传递无声关爱
$$%

身边正能量

不在可报销目录工伤医药费谁付？
经本报沟通!巴士三公司已做妥善处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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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皮瞌冲日当午"横七竖八睏当路!

人来人往难看煞"文明施工勿放过!

摄于茂名北路 种楠 摄 马来 文

! ! ! !近日，有网友发帖称，地铁车
厢内的栏杆往往被一些乘客“霸
占”，让其他乘客无处可扶，客观上
增加了安全隐患。

网友 '天上的云飘啊飘发微
博称，“地铁里的人那么多，一些乘
客靠着扶杆，让站不稳的乘客站在
哪里？有些小情侣还依偎在栏杆
上，丝毫不顾他人的感受。”随后，
该网友还发出了一张配图，图中的
地铁栏杆被一名身穿黑色上衣的
男子“拥入怀中”，其他乘客丝毫没
有“插手”的空间。

对此，有不少网友指出，地铁
内的扶手和栏杆都是为了乘客的
安全所设计，列车往往行进速度较
快，偶尔紧急制动时，会产生强大
的惯性，这时，拉着扶手就能起到
保护乘客安全的作用。一旦“无处

可扶”，乘客很容易摔倒，进而发生
伤害事故。“特别是上下班高峰时，
有的人就喜欢倚靠在扶手上，看
手机、打电话，可能觉得省力吧。
但是这样的话，别人就没地方可
扶了。”上班族张先生就表示，很
讨厌这些只顾自己，不管他人的
乘客。他觉得，公共资源应该被更
多人利用，如此自私的行为不可
取；也有市民称，对有类似习惯的
“倚靠者”，这一举动同样也不安
全，地铁栏杆和扶手的设计就是用
手拉的，不是给人靠的，一旦借不
上力，也容易摔倒。

地铁运营方在接受记者采访
时表示，建议乘客们文明乘坐地
铁，方便自己的同时，也与人方便，
创造安全和谐的车厢环境。

本报记者 徐驰

“霸杆”举动不安全
任性倚靠!随意抱扶地铁车厢栏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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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啥直行道“捆绑”转弯道忽左忽右？
警方解释"取决于路口转弯车流量监测数据

直行却要不停变道
吴女士告诉记者，每天她都会

驾车由西向东直行经过一段金鼎
路，每每经过定边路、靖边路、祁连
山南路这三个十字路口，虽然自己
一直是直行的，却要不断变换车道。
这是怎么回事？记者赶赴现场

查看，原来，在吴女士所说的连续三
个路口，直行道并非单独享用一根
车道，而是和左转弯或右转弯道“捆
绑”在一起，而“捆绑”的方式，忽左
忽右，难怪有点让吴女士“犯晕”。
记者实地走访发现，从金鼎路

最西端开始直行，至金鼎路定边路
路口，需要行驶在“右转直行道”；再

行驶到金鼎路靖边路路口，因直行
道改和左转弯车道合并，需变道至
“左转直行道”；然而到下一个金鼎
路祁连山南路路口，地标线第三
变———直行箭头又是和右转标志
“捆绑”在了一起。接下来的金鼎路
双河路路口终于不用变道。也就是
说，短短 (#&&米道路，虽然车辆保
持直行，却是要变道三次。
吴女士表示，有时路口车辆排

起长龙，地上的交通地标线就会被
车身挡住，此时如果驾驶员不熟悉
这段路，那很可能就无法及时变道。

同样情况并不少见
其实这种现象并不少见。无独

有偶，有市民向记者反映，在宝山区
大华路的行知路、汶水路两个连续
路口，也有相似场景：路口同样是两
车道，第一个路口是“右转直行”的
双箭头，下个路口就是“左转直行”
的双箭头。

驾驶员顾先生称，自己住在附
近，已经熟悉这样的道路地标线“切
换”，但如果是偶尔经过这里的驾驶
员，的确容易让人措手不及。他介绍，

常常看见有车辆“硬着头皮”在红绿
灯路口压实线变道，更有甚者因为来
不及变道，直接在转弯道上直行。“这
是可以避免的违规，有点冤枉”。

警方据车流量设定
在连续的十字路口，直行箭头

忽左忽右和转弯箭头“捆绑”，这样
的设计出于什么考虑？或者说，直行
道和转弯道的分割、合并有规律可
循吗？

记者致电上海交通委员会，工
作人员告知，交通地标线是由公安

部门的交警设定，再由交通委下属
的路政局去执行的。
随后记者拨打 )#"%*上海市民

热线反映了相关情况，普陀区交警
部门回复，在双车道上，直行车道和
哪个转弯道合并在一起，取决于该路
口的转弯车流量。他举例，如果在这
个路口左转弯车流量较大，直行车道
就会和右转弯道合在一起，而车流量
是相关部门通过监测获得的。
市民吴女士呼吁，虽然“车流

量”一说有其一定道理，但道路交通
地标线，是驾车一族最重要的路面
“导航”，其设置应尽量遵循一定规
律；而在一些因特殊、额外考虑而不
遵循“常规”的路段，管理部门应补
设架空交通标志，以提醒驾驶员们
提前掌握车道变化，提前做好准备。

本报实习生 施旖雯

本报记者 陈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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驾车在道路上行驶!明明一直是直
行!奈何却要不断变道!忽左忽右!好不
麻烦"近日!市民吴女士向本报反映!她
每天驾车经过一段金鼎路!那里路面上

的直行地标线忽尔和左转弯标志 #合
并$!忽尔和右转弯标志%捆绑&!变数太
多!把人搞得头晕' #地标线如此设计合
理吗(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