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本报讯 !记者 王蔚"连续好
几天的早上，川沙中学后勤老师
在宿舍楼和食堂、教室的之间铺上
防滑地毯，并立上指示牌，告知同
学们这是条寒冬里的“放心路”。

费羽华是川中的新疆部主
任。他说，川沙的天气要比市中心
低一两度，校园里晒不到太阳的
地方早已结了冰。#$%名留沪过
寒假的新疆学生，每天仍要照常
开展学习和文体活动，所以，学校
在他们的几条必经之路上铺了防
滑地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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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科发展已纳入上海卫生!十三五"规划

申城构建东西南北中儿科团队
! ! ! !本报讯 （首席记者 施捷）近
期儿科布局和儿科医生收入问题
引起各方热议。记者从昨天举行的
市人大“推进健康城市建设”十三
五规划专题审议会上了解到，市
委、市政府历来高度重视儿科发
展，并已纳入卫生“十三五”规划。
目前，本市提供儿科门诊服务的医
疗机构有 $&$家，全市 '$家三级
医院中有 #% 家有儿科门诊，$# 家
未开设儿科门诊的三级医院中还
有 #家综合医院。

资源均衡配置
针对儿科医疗服务供需结构性

矛盾、城乡资源分布不够均衡等问
题，规划着重强调，“十三五”期间，
本市二级以上综合医院必须提供儿

科门诊服务；三级综合医院和承担
区域医疗中心任务的二级综合医
院，应提供急诊服务并设立儿科床
位；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等基层医疗
机构，应将儿科纳入家庭医生职责，
提供儿科诊疗和儿童保健服务。卫
生部门将按照市领导的要求与市民
的呼声，切实将规划目标落到实处。
近期，还将依托儿童医院、儿科医
院、儿童医学中心及新华医院，在全
市构建东、南、西、北、中五大区域儿
科联合体或儿科联合团队，提升儿

科诊疗质量、促进资源均衡配置，让
市民能够放心到家门口看儿科。

薪酬分配倾斜
针对儿科医生收入低的问题，

本市从去年以来已在 (&家市级医
院全面推行内部收入分配制度改
革，将医生收入与科室收入以及处
方、检查、耗材收入脱钩，按照工
作负荷、医疗质量、患者满意度来
进行分配。在改革较为深入的瑞
金、新华等综合性医院，儿科医生

收入已与其他科室医生基本持
平。()$*年，市政府将把此项改革
作为医改的重中之重，切实推进
落实。同时，还将制定有利于儿科
医师流动的多点执业政策，改善
儿科医务人员执业环境，薪酬分
配政策向儿科倾斜。

扩大儿科招生
另据了解，全国的儿科专业于

$++% 年取消后，交大医学院已于
()$( 年悄然恢复了临床医学专业

儿科方向的招生，目前已累计招生
$*)人，今年的招生计划将扩大到
*)人，首批 #)名学生将于 ()$,年
毕业。复旦大学医学院、同济大学医
学院也将于今年开始专门招收儿科
方向，预计每年新增 $))人。近期，
卫生部门还将加强毕业后医学教
育，加大儿科住院医师、专科医师、
儿童保健医务人员规范化培训，以
及通过全国招聘、延迟退休年龄等
方式，努力保证有足够的儿科医生
来提供服务。

“朱阿姨，今朝外头老冷格，快
到我屋里厢来取取暖。”前天一早，
室外温度跌至零下 *!，住在虹口
区张桥路 (,#弄 &+号的张福根、王
顺娟夫妇起床后的第一件事，就是
和往常一样到对门的独居老人朱荣
英家，看看她好不好。昨天去敲门
前，还特地在家里开好取暖器，请老
人过来取暖。朱荣英告诉记者，自己

今年已经 %#岁了，独居多年，这些
天“外面冷是冷得来吃不消，张福根
夫妇总是让我到伊屋里厢取暖，聊
聊天，心里很温暖”。
虹口区张桥地区是著名的棚户

地区，简陋的私房，空调也不好装，
独居老人朱荣英的子女有的不在上
海，有的住得较远。平时老人一个人
在家很孤独冷清。()余年来，张福

根、王顺娟夫妇把独居的朱荣英当
成自己的姐姐来照顾，买菜、配药，
推着轮椅外出晒太阳。左邻右舍街
坊都说，他们就像一家人。
张福根、王顺娟夫妇和朱荣英毗

邻而居长达半个世纪了。这几年随着
朱荣英的年岁越来越大，身体也不
好，特别是腿脚不便，出门得靠轮椅。
张福根夫妇看在眼里，心想自己比老

人年轻 $)多岁，能帮的尽量帮一下。
前几天，上海突然遭遇到了 #'

年最寒冷的天气，原先用电炉做饭
的朱荣英发现电炉坏了，便打算使
用已经停用了大半年的压缩煤气，
可怎么用也出不了火。张福根一看，
请燃气供应站的工作人员来调换。
工作人员说，因为长时间不用气了，
供应站已经将老人用户给注销了。
大冬天没火做饭这可急坏了朱荣
英，张福根、王顺娟夫妇一边安慰她，
将自家做好的饭菜端给朱荣英吃。一
边请居委会出面和燃气供应站交涉，
使老人很快解决了燃眉之急。
特约通讯员 龙钢 本报记者 袁玮

“快到我屋里厢来取取暖”
###好邻居 !"余年照顾独居老人

曹杨八村
!"只水表#"只爆裂
陈阿姨住在曹杨八村 $%&号。

记者还没走进楼道，就看到自来水
正顺着楼梯不断滴落。趟着水走进
(楼的陈阿姨家中，门口接缝处的
地板上放着 #块抹布，不断有水渗
入。“差不多半小时就要换一换抹
布，真是苦透苦透……”陈阿姨告诉
记者，前两天家里的水管冻住，还没
来得及解决，“昨天早上‘嘭’的一
声，#楼楼道的水表爆裂了。”随后，
止不住的水“哗哗”地冲下了楼道，
一直“祸及”到陈阿姨家中。
陈阿姨说，楼里爆裂的水表至

少有 ()只以上。记者在楼道内查勘
后发现，除 $、(楼的水表“幸存”外，
多数水表均爆裂，有的严重变形，自
来水正从裂缝处汩汩流出。“水就这
样冲下来，住在家里的都是七八十
岁的老人，打电话给物业，他们却说
派不出人手，要等。可是等得及么？”

物业诉苦
!$时就派人出门修理"

记者采访了管理小区的真如物
业公司。“情况我们当然知道，正忙
着呢，小区 *)))多户居民有几十户
报修……”小区经理杨先生解释称，

气温回暖导致水表的“解冻”速度过
快，导致爆裂。他表示，物业公司于
早晨 ,时许就增派十几名师傅，前
往居民家中修理。
“我们也没有新水表，所以只能

够先把出水点堵上。”杨经理告诉记
者，维修师傅先保证“不出水”，随后
向上海市自来水公司申请新水表。
“我们尽量抓紧，还请居民谅解。”

新昌路%!&弄
水管爆裂殃及整弄
记者随后来到新昌路 '#+弄，

整条弄堂都是水，最深处能没过鞋
子。居民江先生一把拉着记者的手
说：“我们家里已经 &天停水了，昨
天开始水来了，不过是从‘外面’来
的，因为水管爆了。”
江先生称，自己在该弄居住了

数十年，这样的场面还是头一回碰
到。“老式里弄水管应定期排查修
补，等爆掉了再来修，肯定来不及
了。”他表示，供水部门的电话也是
一直打不通。如今，自己只能跟妻子
在外面吃饭，生活极不方便。

居委无奈
爆管过多正在抢修
面对居民的抱怨，新桥居委会

居民区陈书记对记者表示，从前天

开始，小区内三十几根消防管陆续
爆裂，涌出的水很快漫到弄堂里。居
委会在得知情况后，所有干部立即
赶赴现场协调抢修。“昨天，黄浦区消
防局也派工作人员前来抢修，但无奈
涉及管道过多，目前只能一步步来。”
“我们也知道居民生活用水‘断

档’，居委已开放活动室让居民取
水，我们也鼓励还能用水的居民能
够帮助困难的邻居一把，守望相助
共渡难关。”

#记者手记$

寒潮再来 如何应对

一头是居民好不容易才苦等来

天气回暖! 水管却因 "热胀冷缩#爆

裂$另一头是物业%居委倾巢出动%全

力以赴!却仍难以达到使居民满意的

效果&对此江先生认为!造成如今"手

忙脚乱'的根本原因!是寒潮来临前

期的预案并未落实& "这次的寒潮!是

对我们职能部门的一次(拷问)!接下

来还有(五九)!又该怎么过*'采访时!

陈阿姨不断对记者重复着这句话&

真心希望!"霸王级' 的寒潮能

够带给我们城市管理者更多的思

考!凛冽寒风虽然三五天!但老百姓

的"水管子'问题却应始终放在心坎

上。 本报记者 徐驰

气温冰点!冻牢"$天气回暖!爆裂"$市民疾呼###

拿什么拯救你，“脆弱”的水管？
经历了前些天的“霸王级”寒潮，昨日气温有所回

暖，本报962555热线和APP投诉平台等依旧被
“用水”这点事给挤得满满当当。和前几天的“冻牢”不
同，昨天水管热胀冷缩后的集中“爆裂”成了焦点。情
况到底有多严重，记者前往多位市民家中探访。

! ! ! !本报讯 （记者 张欣平）气温
回暖令城市供水管道出现二次“伤
坏”现象，本市多处地下供水管道因
剧烈热胀冷缩造成渗漏。上海城投
水务集团已将抢修队伍扩至 *)余
支，调换冻裂水表万余只，修理小口

径管道 '))余处。
“上海供水热线”昨天接电

,$))多个，其中关于水表冻坏的占
#())余件，涉及的水表数达 ')))

只以上，另有 (')余个关于地下管
网漏水的报修电话。截至昨天，水务

集团供水分公司在这波强寒潮中，
已经调换冻裂水表万余只，修理小
口径管道 '))余处。供水分公司相
关人士表示，力争今、明两天将报修
冻裂水表全部调换完毕，尽量降低
对居民生活的影响。

水务集团已调换冻裂水表超万只

校园铺设防滑路

! 塘沽路近长治路的一老旧小区里破裂的落水管上挂满冰凌 任国强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