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短途出租车通过“核验”，进入专用通道直接前往上客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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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在虹桥高铁 （南）
和虹桥高铁（北）以及虹桥机场
（T2）三个出租车站点载客的出
租车，如果里程≤8 公里且 120
分钟内返场， 可从短途通道直
接进入上客点载客 。 12 月 18
日至 12 月 20 日， 虹桥枢纽出
租车短途运行模式进行载客压

力测试。
昨日，记者现场采访发现，

由于不熟悉规则等多种原因 ，
一些出租车在进入专用通道时

“核验失败”。 但大多数司机表
示， 短途运行模式在一定程度
上，缓解了长时间排队等来“短
差”的焦虑，有助于改变心态，
进而提升服务质量。

目前， 短途运营模式的具
体执行时间还有待确定， 实际
效果也有待观察。

通道闸机
自动识别短途车辆
虹桥枢纽作为上海重要的

交通综合枢纽，近年来，随着附
近居民区、商务区的建成启用，
新的“打车”问题日益突出。 一
些乘客在虹桥枢纽打车， 因为
短途遭遇司机 “拒载”“白眼”，
进而引发司乘矛盾。事后，尽管
管理部门和相关出租车企业对

涉事司机进行了处理， 但收效
甚微。

“排队等了一两个小时，然

后接到一个只有六、 七公里的
‘短差’，有时甚至只有二、三公
里，收入少了，难免心态失衡，
服务态度就差了。 ”采访中，好
几位司机表达了几乎一样的想

法。记者从业内了解到，目前在
虹桥枢纽始发的出租车载客

点，“短差” 业务占比在 16%左
右。

而正在进行压力测试的出

租车短途运行模式， 试图通过
制度解决“等候时长”带来的一
系列问题。

据悉， 新的短途运营模式
下，在虹桥高铁（南）和虹桥高
铁（北）以及虹桥机场（T2）三个
出租车站点载客的出租车 ，如
果里程≤8 公里且 120 分钟内

返场， 可从短途通道直接进入
站点载客。

此次设置的 “短途快速专
用通道” 位于申贵路的出租车
蓄车场入口旁边， 通道长约数
百米。 通道入口附近设置有专
用闸机。

据工作人员介绍， 完成短
途订单返回虹桥枢纽的出租

车， 可沿着通道然后经过闸机
驶入， 直接前往上客点接客 。
“该闸机与出租车运营大数据
相连， 具备系统自动对比识别
功能， 自动判断该车辆是否符
合进入通道的条件。 ”若出租车
不符合条件， 则可通过附近的
“容错出口” 驶入一旁的蓄车
场，和其他出租车一起等待。

多种原因
致部分车辆核验失败
记者在现场看到， 一辆完

成短途业务的出租车在靠近专

用通道闸机五、六米处，闸机的
显示屏出现 “短途核验成功”
的字样，同时抬杆放行，全程大
概在四五秒左右。 在一个多小
时的观察中， 也有近三成车辆
核验失败，从“容错出口”驶入
蓄车场。

“系统基本运行正常。 之所
以有的车辆核验失败，原因多种
多样。”工作人员表示，有的超出
了 8 公里， 有的超过了 120 分
钟，有的中途接过客，还有的已
经享受过一次短途优惠了，“当
然也不排除信号差的因素。 ”

据悉， 除了里程≤8 公里
且 120 分钟内返场外， 准备进
入“快速专用通道”的出租车，
把客人送到目的地后， 必须第
一时间返回虹桥枢纽， 不能中
途接单。 每辆出租车当日只能
享受一次短途优惠。 如果发生
拒载议价等行为， 将纳入限制
入场的违规名单。

条件完全符合，闸机却“核
验失败”，怎么办？据悉，驾驶员
可以向所在运营企业进行申

诉， 企业可以通过各自出行平
台和大数据中心进行核实。 确
实符合条件的或者是因为 GPS
信号问题的， 可以在之后补偿
一差。

新模式将缓解
“短差”带来的怨气

“8 公里 120 分钟，好像在
公里和时间上苛刻了一些 ，如
果再放宽一些就好了。 ”司机肖
师傅体验了专用通道后表示 。
“但有这个制度总比没有好，不
像以前做了一差短途后， 还要
继续长时间排队。 我们驾驶员
赚钱就是拼时间， 也许下一差
还是短途，但时间节约了，也意
味着收入增加了。 ”

“实施短途运行模式后，司
机的心态会好一些，相信相关投
诉也会下降。 ”有出租车企业工
作人员告诉记者，新的运营模式
显然比起单纯地对司机进行思

想教育、 乘客投诉后严惩司机
等举措，实际效果会更明显。

“‘拒载’ 或者给乘客 ‘白
眼’，肯定是司机的问题。 但是
站在司机的角度考虑， 长时间
排队等来‘短途’，收入少了，难
免心里会有怨气。 ”该工作人员
坦言，开放短途快速专用通道，
能有效降低短途单司机后续等

待的时长， 同样的时间里司机
接单多了，收益高了，抱怨自然
随之化解。 “今天有一些司机核
验失败， 可能对短途规则的要
求掌握得不全面， 比如必须实
时上传运营数据等， 毕竟这是
新事物。接下来，我们会进一步
加大宣传， 让更多人知晓这个
新政策。 ”

本报讯 昨日，上海市民健
康知识读本发放活动在上海人

民城市实践展示馆举行， 向市
民代表发放 《上海市民肿瘤防
治知识手册：“看透”癌症》。 后
续全市将发放 40 万本纸质《手
册 》；《手册 》 电子书在微信读
书 、 掌阅和有赞微商场上线 ，
《手册》有声书在喜马拉雅 APP
同步上线。

本书共分十一章， 从如何
早发现“领头羊”肺癌到怎样消
灭“最笨 ”的大肠癌 ，从青年女
性高发的甲状腺癌到已非 “红
颜杀手”的乳腺癌，从健康饮食
预防胃癌到中老年男性警惕前

列腺癌，从早发现 “任重道远 ”
的胰腺癌到筛查已有 “黄金组
合” 的肝癌……全面介绍本市
乃至全国 10 种高发肿瘤特点、
高危因素、 预防措施、 早筛早

诊、治疗方法和疗效等内容。 首
篇开宗明义———把肿瘤提前

“关在笼子里”， 最后附以延伸
阅读介绍基因与肿瘤的密切关

系， 形成全链条肿瘤防治知识
科普宣传， 引导市民以科学态
度看待癌症、重视筛查，做到早
发现、早诊断和规范治疗，不断
提高生活质量。

据悉，2008 年以来，上海市
政府已连续 17 年向常住居民
家庭免费发放健康知识读本 、
实用健康工具。 今年市民健康
知识读本聚焦“肿瘤防治”这一
重大公共卫生问题， 既是对当
前健康趋势的精准把握， 也是
对市民健康需求的深切回应。

监测数据显示， 癌症是上
海市民仅次于心脑血管疾病的

健康困扰：2020 年上海户籍居
民中新发癌症病例 8.5 万例，同

年有 3.86 万人因癌症死亡。 同
时，据最新统计数据显示，全市
常见恶性肿瘤诊断时早期比例

提升至 40%， 癌症五年生存率
达到 59%， 比十年前提高了 14
个百分点， 比全国平均水平高
15 个百分点， 处于国内领先水
平，并呈稳步上升趋势。 这一成
绩的取得 ，离不开 “早发现 、早
诊断、早治疗”的“三早”策略有
效实施。

近年来， 上海加大癌症筛
查项目投入， 扩大筛查覆盖范
围， 使更多市民能在肿瘤早期
得到及时发现。 同时，通过提升
医疗机构诊断能力和治疗水

平，确保早期诊断准确性，并为
患者提供更加个性化、 精准的
治疗方案。 这些举措不仅延长
患者的生命， 更极大提高他们
的生活质量。 ■于玘珺

本报讯 （劳动报记者
包璐影 ）昨日 ，记者从上海
公安了解到 ，近期 ，上海警
方会同有关部门破获 2 起
涉消费券违法犯罪案件，抓
获 18 名犯罪嫌疑人。

11 月初，警方通过侦查
发现，本市一餐饮店老板郭
某伙同门店店长刘某，指使
犯罪嫌疑人胡某通过网上

发布收购消费券信息、教唆
他人修改 IP 地址异地抢券
等方式，收购了大量餐饮消
费券，并虚构交易骗取消费
补贴。 11 月 11 日，郭某被依
法刑事拘留，目前已被批准
逮捕。 涉案人员胡某、刘某
均已被采取刑事强制措施。

12 月 13 日， 警方在侦
办另一起案件中发现，犯罪

嫌疑人张某杰等 4 人通过社
交平台发布各类抢券任务，
组织大量人员通过软件改变

手机定位实施抢券，并勾联
本市 7 家餐饮企业通过虚假
消费核销， 骗取消费补贴。
截至 12 月 17 日， 张某杰等
人及涉案餐饮企业负责人共

15 人被依法采取刑事强制
措施。

警方提醒，抢票（券）后
加价倒卖有价票证的行为涉

嫌违法，商家通过虚假交易
骗取补贴的行为涉嫌诈骗。
公安机关将会同政府有关部

门持续紧盯各类涉消费券违

法犯罪，坚持打早打小、露头
就打，切实维护市民群众合
法权益，保障本市消费券发
放的正常秩序。

虹桥枢纽短途打车模式载客测试中
实际效果如何？记者探营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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