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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者吴银春反映!

我 !"岁，六年前的一次意外，
让我失去了独生儿子，原本幸福的
生活蒙上了阴影。

这几年，我一直想再要个孩
子，但由于年龄比较高怀孕不易，

因此多次刮宫、子宫壁很薄。去年
我终于怀上了，医嘱孕期卧床休
息，好好保胎。而我因家住嘉定农
村，不方便去医院作定期检查。上
海天伦医院刘江主任医师知道我
的情况后，他和医院检验科医生，

几次利用休息时间，携带便携式 #

超机，上门给我免费检查。还为我
制定孕期保健餐、指导孕产期保
健。如今，我已如愿生育了儿子，且
母子健康，我很感激他们天使般的
关爱。

%&'()*

您说事 我了解

! ! ! !读者郁先生反映!我患有高血

压和心脏病!经常要去闵行区中心

医院看病配药!但医院每次只开两

周的药量" 我年纪大了!去医院路

程又远!每一次为了配药都累得筋

疲力尽!实在吃不消"就此问题!我

向闵行区中心医院多次反映!请求

一次多配几周药量!但对方一直未

给答复"

"本报调解#

读者郁先生称，从自己家到医
院单程就要近一小时，加上配药排
队时间，配一次药就要折腾大半
天。郁先生说：“我问过有关部门，
像我这种治慢性病的药完全可以
一次开两到四周的药量，闵行区中
心医院为何不理我的诉求？”

记者约请闵行区中心医院前

来调解，对方并未前来。经本报多
次催问，医院发来一封电子邮件。
邮件解释，医院根据患者病情，每
次开具 $周药量，符合相关规定。
针对郁先生反映其住处远、候诊时
间长、配药不方便等困难也给了建
议：目前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正在
开展“%&%&%”组合签约，即居民在
自愿选择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家庭
医生签约的基础上，再选择一家区
级医疗机构、一家市级医疗机构签
约。针对诊断明确的慢性病签约患
者，社区家庭医生可为签约居民提
供处方延伸服务，将大医院的药方
延伸至社区，并通过物流配送至家
门口，一次可开 $周—!周乃至 '

周的药量，从而解决慢性病患者就
近开药问题。医院已告知患者此惠
民政策，建议其去就近的社区卫生
服务中心签约，以方便配药。
对于这样的调解结果，郁先生

最终表示理解。本报记者 王新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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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图有真相

停车位
划错位

老人配一次药折腾大半天
医院!可与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签约享受惠民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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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面 调一调

! ! ! !日前，市民金老伯骑自行车时
不慎摔倒，一位大众出租车司机主
动停下，载他去附近医院。“他不怕
我是‘碰瓷’，让我少吃不少苦头。
真谢谢他。”近日，金老伯致电本报
()$"""，诉说感激。

)月 )日上午，'*多岁的金老
伯骑自行车出门办事，在浦建路锦
绣路附近连人带车摔倒，“左腿很
疼没办法走路，我只能扶在路边的

花栏上。”此时一辆沪 +,(!)*大
众出租车正好路过，司机袁德富看
见金老伯疼得哼哼唧唧，忙上前询
问是否需要帮助。他扶起金老伯坐
进了自己的车。得知金老伯没带医
保卡，袁师傅先载他返回家中，帮
他拿了医保卡，随后送到附近的仁
济医院东院。到医院后，袁师傅帮
着安置好老人，又联系了他家属，
告知情况。直到金老伯的爱人到

达，他才安心离开。
经检查，金老伯的左腿摔骨折

了。他感慨地对记者说：“现在碰瓷
的这么多，别人都怀疑我不怀好
意，不敢上前帮忙，多亏袁师傅热
心管‘闲事’，才让我这把老骨头少
吃点苦头，真是太感谢他了。”袁德
富笑着回答：“我自己家里也有老
人，看到这种情况，肯定想都不想
也要帮忙的。” 本报记者 陈浩

老伯骑车不慎摔伤 的哥偶遇护送医治

高龄孕妇产检不便 爱心大夫定期上门

! ! ! !“今年招生情况怎么样？”“幼
儿园地址在哪里？”近日，倪老伯打
进本报 ()$"""热线，反映两年来，
他家电话被人当成幼儿园电话，搅
得他心烦意乱。

本报去年曾报道过这件困扰
倪老伯多时的烦心事（详见本报
$*%"年 )月 $$日《住宅电话响个
不停 原被误作招生热线》）。“特别
是五六月份的‘招生季’，几乎每天
都要接到五六个咨询电话，生活严
重受到影响。”倪老伯无奈地表示，
一年过去了，晚报报道后电话骚扰
并未改善。“最多一天，我接了超过
%*个咨询同汇幼儿园的电话。”

记者在搜索引擎中键入倪老
伯的固定电话，并未查出相关信
息。“我也不知道别人是怎么把我
家的电话‘对号入座’的。”
日前，记者联系上海电信。相

关工作人员查实后表示，从后台记
录上来看，倪老伯的电话从 $**"

年使用至今未曾出现问题，至于出
现的“串号”问题，可能有多种原
因。“可能是幼儿园电话不慎‘呼叫
转接’，或遭到某网站的错误登
记。”该业务员表示，电信方面可以
给倪老伯换一个号码，或出具一份
书面材料，证明倪老伯家的电话是
私人固定电话，并非幼儿园电话。
记者将该方案转述给倪老伯，他表
示将和家人商量后考虑如何处理。

本报记者 徐驰

老伯烦心事一年一年何时了

家里固话成“招生热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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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见车位把车停!可叹行人无路行"

停者便利行者难!划线岂能一根筋#

图片摄于四川中路广东路转角处的人行道。 马来 诗 种楠 摄

! ! ! !“几乎每天都能闻到旁边工厂
所排放的刺鼻废气，令人难以忍
受。”近日，家住浦东新区星火村村
民张先生致电本报反映，距离自家
房屋不到 "** 米的距离，星勤路
!'(号是一家木制品加工厂。每天
傍晚时分，从工厂那里都会传来难
闻气味，向有关部门反映了好几年，
始终无果。

戴着口罩仍气味刺鼻
一踏进星勤路 !'(号均洋木业

有限公司的厂房，记者就能闻到一
股刺鼻气味。继续往里走，看到数
千平方米的厂房被分隔成数个车
间，而在厂房上层也还有规模不小
的各个车间。走进其中一个车间，

发现门口摆放着十几个高高的油漆
桶，工人们正通过一台机器对一块
块木板抛光、扫灰、上漆。一个工人
称，他们上班时间是上午七时到下
午五时，但基本要工作到晚上八时
多才结束，有时周末还要加班。“这
个厂生意可好了，做的家具都是外
销（国外）。”他说，这个车间加工好
的木板只是上了两道底漆而已，一
会儿还要送到楼上刷面漆。工人称
（一楼）做底漆工艺味道不算重，楼
上喷漆味道才重。“戴口罩其实也没
多大用”，他提到。当记者来到二楼
车间时，一股呛鼻气味迎面扑来，更
甚于楼下，连忙捂住鼻子。

三次协调无实际好转
记者在工厂里呆了约莫半个多

小时，走出时，只觉喉咙干涩难耐，
鼻子中充斥着化学品刺激气味。张
先生的家与该企业仅隔着一条红楼

河，在工厂的西侧。他透露，该厂并
没有“环评”审批。在 $*%$年就有村
民向有关部门投诉工厂废气扰民，
从去年开始，气味一天比一天严重。
“特别是夏天温度高加之东南风，气
味就更重。这里旁边还有所小学，附
近村民又天天在吸这种空气，这让
我们如何是好？”张先生提到，在村
民强烈要求下，今年村民连同村委
会、工厂老板已经开过三次协调会。
第二次协调会上，厂方表示会订购
除味设备，让村民给一个月的期限
整改。“一个月后，情况并无好转。后
来 "月 %(日第三次开会，厂方信誓
旦旦说再给一个月，也说到时设备
安装使用后仍有气味的话，就自行
搬迁或关门。”
记者从村委会了解到，这个工

厂大约是 $**' 年入驻村里，规模
也是逐年扩大。当询问工厂是否
有环评的相关手续时，工厂负责

人称“环评”需要一步步手续，“没
那么容易做。”他表示，近期工厂
已订购了除味设备，还需要时间
组装调试。

从上海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网
站查询发现，企业成立时间是
$*%% 年，比村委会提到的时间晚
了三年。执照上经营范围显示该
厂是木制品、竹制品、家具的生
产、加工及销售。

超标数千倍将依法查处
那这家木业厂是否有“环评”审

批呢？浦东新区城管执法局环境监
察支队的周队长告诉记者，这家工
厂并没有“环评”审批。正因如此，在
$*%$ 年 %% 月已对该厂立案查处。
次年对该厂下达了行政处罚决定，
责令停止生产，并处罚金 $-***元。
该厂虽缴了罚金，但并没停止生产。
当被问及该厂为何没“环评”却有营

业执照时，周队长坦言，“严格意义
上说，类似这家木业厂一样的生产
性企业，有污染物产生的企业，是不
可能绕开‘环评’拿到营业执照，除
非是以欺瞒或者隐瞒来获得，但具
体还是要问工商部门。”
上周，上海市环境监察总队到

此进行执法检测时发现，一些检测
数值高出标准数千倍以上。执法人
员表示，在检查的所有企业当中，这
个是属于比较严重的前三名了。
实地采访后，有当地镇宣传科

人员致电记者，表示相关部门领导
都很重视木厂气味扰民问题，已经
要求该工厂在两周内撤走所有油漆
车间。被问及是否了解该厂并无“环
评”审批时，对方称不清楚，之后会
再给答复。截至记者发稿前，并无收
到任何回复。

见习记者 季晟祯

本报记者 房浩

木业厂废气超标千倍“难闻煞”
无"环评#审批 边缴罚金边生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