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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 “疫” 期间， 广布上海乡村的大小喇

叭奏响了防控宣传的 “大合唱”。 话风或严厉

硬核， 或诙谐幽默， 全部都是希望村民们提

高防范意识。 三句半、 顺口溜、 快板、 非遗

扁担戏……形式多样的方言科普在乡野田间

的每个角落开花， 大喇叭向四面八方传递出

科学防疫、 全民防疫的 “最强音”。

金山区：6 万多个喇叭响了起来

早在 1 月 24 日， 市政府启动重大突发公

共卫生事件一级响应机制， 金山区遍布各乡

各村的 6 万多个喇叭立刻响了起来， 既有普

通话版， 也有当地方言版。 村民们表示， 这

种宣传方式很亲切 ， 不管在村里什么地方 、

在干什么， 都能听得到， 每天都能从中获得

一些新消息、 新知识。

大喇叭 “声” 入人心的背后，是一个完整

体系在支撑。金山区历时五年打造了全市首个

村级全覆盖的应急广播系统，128 个行政村共

计安装了 6.2 万多个乡村喇叭，希望借助应急

广播弥补宣传群众的“最后一公里”。面对此次

新冠肺炎疫情，全区各村广播室每天 3-4 次、

每次 1 小时， 对防疫知识、 疫情动态等方面

进行全方位宣传。

“互相见面不握手 ， 拱手微笑也礼貌 。

勤汰手来勤揩面， 屋里通风很重要。 外地回

来要报告， 观察期间勿乱跑” ……金句频出，

把健康科普、 防控知识不间断地送到广大村

居群众耳朵里、 心里， 紧张焦虑的氛围得到

缓和， 还集思广益， 动员广大群众加入到疫

情防控工作中来。

崇明区： 广场舞音乐换成防
疫音频

除了挂在墙上、 架在杆上的固定大喇叭，

还有一些小小的喇叭或者音箱， 走街串巷移

动灵活， 声音响亮即时方便， 特别是在农村

和社区， 作用尤为明显。

在远郊崇明区， 村里老人居多， 有的不

识字， 村干部就采取了独特的方式———广覆

盖宣传和重点宣传、 入户宣传和小喇叭宣传

相结合， 力求家家知晓， 人人防范。 各乡镇

村居的基层干部纷纷行动起来， 通过小喇叭、

大喇叭， 以接地气的表达， 呼吁村民们提高

防控意识。 向化镇有线广播喇叭每天早中晚

三个时段播报 《防疫告知书》， 流动喇叭安装

在垃圾收集车上， 在入户时播放防疫工作提

示 ； 中兴镇共有 30 只小喇叭加入宣传先锋

队， 平均一个月开展 2000 次 “巡回” 宣传，

镇里还全面整合新媒体平台， 发布崇明扁担戏自制剧 《让那病

毒快离开》， 推广原创琴歌 《风月同天》， 增强宣传形式的趣味

性和对群众的吸引力。

值得一提的是 ， 昔日广场舞的 “核心装备 ” ———音响 ，

已变身为 “流动宣传员”， 曾经播放的动感音乐也替换成了耳

熟能详的防疫宣传喊话。 令村干部们感到意外的是， 一些村

民把往日跳广场舞所用的手提音响也贡献了出来， 专供志愿

者播放防疫宣传音频。 小小音响 “角色” 的转变， 让人们对

疫情的认识更加深入， 也让全民防疫、 群防群治的防线构筑

得更加牢靠。

沪牌中标率10% 释放汽车消费需求
4 月拍卖结果出炉，创六年来月度中标率新高

本报讯 （记者张晓鸣）4 月上海私车牌

照额度拍卖结果昨天出炉， 中标率进一步回

升至 10%，较 3 月上升 1.1 个百分点，同时创

下 2014 年 4 月以来月度中标率新高。

4 月沪牌个人额度投放 13500辆，个人在

用车有效额度委托拍卖 910辆，合计拍卖总数

14410辆，比 3月增加 2440辆。3月份以来，沪

牌额度投放已经连续两个月超过 1万辆。昨天

上午 11 时 30 分，最后拍卖结果显示，本月共

有 144210 人参加拍牌，中标率为 10%。 最低

成交价为 90400元，平均成交价为 90494元。

4 月 23 日，上海正式发布了促进汽车消

费的若干政策。 其中，自今年 3 月起到年底，

上海将在原有年度计划基础上新增 4 万个非

营业性客车牌照额度投放数量。 相关政策已

经在 3 月落地， 上海三四月牌照公告投放数

量都较以往有了一定幅度增加。

购车补贴方面， 燃油车和新能源车均有

相应政策。其中，对燃油车“以旧换新”给予补

贴。 上海消费者报废或转出国四及以下排放

标准燃油车， 并且新购置国六排放标准燃油

车的，给予每辆车 4000 元补助。同时，积极鼓

励在沪汽车销售企业在政府补贴基础上，再

给予消费者一定幅度的让利优惠， 放大政府

补贴效应，释放“换新”需求。

上海还将对购买新能源汽车的消费者给

予“充电补助”。消费者购买新能源汽车，除了

继续享受中央财政补助和购置税减免等政策

外， 上海对消费者使用新能源汽车过程中发

生的充电费用，再给予 5000 元补助。

同时， 将完善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配套

政策，对消费者关心的免费牌照，今年将继续

不限量发放。 支持存量燃油车置换新能源汽

车，若消费者置换新能源汽车的，相关部门提

供新能源汽车专用牌照额度后， 允许消费者

继续保留燃油车上牌额度。

下一步，相关部门将抓紧完善相关政策，

尽快发布上海促进汽车消费若干措施及相关

配套细则，推动相关举措落实落地，提振消费

者信心，释放汽车消费需求。

“演艺大世界”名导戏剧工作室上线，陈薪伊“云端”聊莎翁

也曾不懂莎翁
莎士比亚和京剧成终生教科书

“云客厅”的第一场对话是关于陈薪伊的

莎士比亚情结。 1954 年，16 岁的陈薪伊在新

华书店看到朱生豪翻译的莎士比亚剧作，顿

时就被吸引了。 整整 30 多册，几乎花掉了她

半个月的工资。 将这些书在自行车后座牢牢

捆好， 陈薪伊突然间生出一个奇怪的念头，

“我带着它们向前骑行，可能我也会成为一个

艺术家。 ”

进入中央戏剧学院后， 陈薪伊在恩师孙

家琇先生的带领下走进了莎士比亚的世界，

让她受益终生。 当时，她在中戏导演了《麦克

白》片段，李保田饰演麦克白。 后来在毕业大

戏中，陈薪伊再度和李保田合作，成为第三组

的麦克白夫人与麦克白。那次毕业大戏，让陈

薪伊深深上了一堂莎士比亚的课，“从那一年

开始， 我就决定将莎士比亚作为我终生的教

科书，另一本教科书是京剧。 ”

年轻时的陈薪伊还无法理解莎士比亚的

戏剧精神。 1956 年电影《奥赛罗》上映，她被

“奥赛罗” 的饰演者谢尔盖·邦达尔丘克迷住

了，特别向往出演“苔丝狄蒙娜”，而且迷恋上

了那种生生死死的爱情故事。 “那时候，莎士

比亚给我的感觉就是一个严肃的老头， 还不

能完全参透他对爱情的理解是多么有趣。”陈

薪伊说，直到真正成为了一名话剧演员，每天

练习“莎士比亚”的台词，才慢慢走进了那个

戏剧世界的辽阔与伟大。

人得有精神
让“朱生豪”与哈姆雷特同上舞台

陈薪伊执导的国家大剧院版话剧 《哈姆

雷特》，让中国首套莎氏全集的译者朱生豪作

为人物与剧中角色一同站在舞台上。 朱生豪

的莎剧译本对陈薪伊的影响至深， 那套花了

她半个月工资的朱生豪译本， 如今被当作一

种精神的传递，摆在女儿的书橱里。

排演前， 陈薪伊与朱生豪之子朱尚刚有

过多次深谈。朱尚刚回忆称，父亲翻译工作刚

开始不久，便因战乱而频频受到干扰，译稿屡

次丢失，朱生豪只能以顽强的毅力补译失稿。

“他是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书生，但他的情感

却是那样充沛，精神却是那样刚强，而语言又

那么华丽优美。 ”陈薪伊说。 最终，“烧焦的手

稿”成为该剧在舞台布景上的一大亮点。

在“云客厅”里，陈薪伊还朗读了“十四行

诗”第 116 首。 “我这话若说错，并被证明不

确，就算我没写诗，也没人真爱过。”她说这诗

句给她很深的启发，“就像京剧里的定场诗。”

陈薪伊说，在莎士比亚环球剧场看戏，那个舞

台仿佛跨越时空与“出将”“入相”相重叠，东

西方的戏剧艺术在这里巧妙地汇聚。 陈薪伊

说，唯一有所不同的是，莎士比亚的剧场还多

了一个出场口———在舞台的中央。 这激发了

陈薪伊新的创作灵感， 在她和学生孙超的全

新话剧创作《龙亭侯蔡伦》中，舞台上也设置

了三个出场口， 希望以此将莎翁的空间想象

与京剧的听觉和视觉艺术相结合， 探索现代

剧场的全新方向。

《龙亭侯蔡伦》原定于 4 月 24 日首演，但

受到疫情的影响暂时还未能与观众见面。 陈

薪伊特别提到， 莎士比亚诞生的那一年也发

生了瘟疫， 他的母亲抱着他到另一个村子避

难，才逃过了一劫，“对于剧作家而言，剧场关

闭是灾难，幸好今天的我们有网络。 ”陈薪伊

认为，越是在艰难的时刻，越是需要有精神。

据悉， 首期节目后，“万众编剧·陈薪伊云客

厅”将每周与戏迷朋友们“云端”相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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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司机老司机，今天谁在上海开公交车？
上海公交行业职工的新老交替拓展了就业新空间

“擦擦发动机， 敲敲轮胎， 发车之前

要做好例行保养 ” “开车一定要安全第

一 ， 多留点安全余量 ” ……在公交 66 路

丰镇新村终点站 ， 巴士一公司二车队驾

驶员王建青正在和同事叶超交流 。 有意

思的是 ， 王建青是 60 后 ， 1960 年出生 ，

1980 年开公交车到现在 ； 叶超是 90 后 ，

1998 年出生的他 ， 去年年底刚刚独立驾

驶公交车。

前几年， 沪上公交驾驶员相对紧缺，驾

驶窗口里很少看到小青年的身影。经过这几

年的调整发展，公交驾驶员进入了新老交替

阶段。

巴士一公司二车队党支部书记刘远介

绍， 车队目前在岗驾驶员在 210 人左右，从

去年 3 月开始陆续招聘了 70 多名新驾驶

员，预计用三到五年完成驾驶员队伍的新老

交替。新加入的既有叶超这样的 90 后，也有

一些从出租等行业转型的驾驶员。

“会开小轿车不稀奇，能
开公交车才厉害”

眼下，叶超是巴士一公司二车队最年轻

的驾驶员。“会开小轿车不稀奇，能开公交车

才厉害，”说起这个，他有一点小小的得意。

毕竟在上海，要成为一名合格的公交驾驶员

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以叶超为例，公交驾驶员定向培训周期

为 6 个月，取得 A1 驾驶证后根据规定有一

年实习期。 满一年之后，新驾驶员需要跟老

驾驶员上线熟悉线路 2 个月时间。经过最终

考核，才能独立驾驶公交车。 因此完成一个

周期大概需要将近 2 年时间。

身材健硕的叶超，职校毕业之后短暂从

事过健身行业。 “当时是家里人看到有这个

公交招聘机会，就叫我过来试试。”叶超笑着

坦言：“想当公交车司机主要是考虑到工资

还不错，虽然会苦点、累点，但没关系，我还

很年轻。 ”

叶超清楚地记得 ，2019 年 12 月 14 日

是自己正式“单飞”的第一天。 “那天下午 1

点半开车的， 领导考虑那个时候路况好，让

我慢慢适应一下，”叶超说，第一次还是有些

紧张，自己适当放慢了行车速度。 原本线路

单圈开下来需要 35 分钟时间， 叶超多花了

5 分钟时间。

对这一成绩，“老法师” 王建青笑着说，

凡事都有第一次，这个速度还可以。

他既是新司机，又是老司机

和叶超不同，邹健既是新司机，又是老

司机。 1979年出生的邹健，进入公交行业之

前，开了 15年的出租车。不过，还是公交实习

驾驶员的他，要到今年 10月满一年了才能跟

车，因此目前的岗位是在消毒防疫一线。

今年 2月初以来， 巴士一公司二车队开

展夜间“一车一消毒”。 每天傍晚 5点半，邹健

就准时到国江路停车场报到，为晚上进场的车

队 47路、140路和 597路消毒。他和其他两名

实习驾驶员一起，换好工作服，戴上口罩和手

套，拿起消毒液、喷壶和抹布，为车辆清洁消

毒———扫净车厢，用浸泡过消毒液的抹布认真

擦拭驾驶室仪表台、投币机、座椅、扶手等处，

再对车厢各部位喷洒消毒，最后贴上“本车已

消毒”记录纸，并签名、写时间。 邹健告诉记

者，消毒一辆公交车需要 10 分钟时间，每天

晚上大概有 100 多辆公交车，最晚的线路末

班车要在零点以后，工作强度非常大。

记者问他， 当出租车司机时间自由，公

交车司机会不会太辛苦了？但邹健完全不把

这当一回事：“苦？现在干哪行不辛苦？”在他

看来，这几年出租车行业竞争激烈，而公交

行业待遇水涨船高，一进一出，最终让自己

下决心转型做公交驾驶员。

开了 40 年公交车的老
司机这么说

对于新司机， 开了 40 年公交车的王建

青，最想说的还是一句话：“注意安全！ ”

公交行业非常辛苦，春天爱犯困，夏天

易中暑，秋天爱打盹，冬天防霜冻。一年四季

总有一些特殊困难考验着公交驾驶员。 同

时，还有很多规矩，比如驾驶员在行驶中吸

烟、使用手机等行为，是坚决不允许的。开车

的时候，还要注意合理控制车速，进出站的

时候要注意非机动车和行人等。王建青根据

自己的经验，还发现新驾驶员往往在独立驾

驶 3 个月、 线路上手熟悉之后会放松要求，

这个时候就需要带教师傅多提醒。

新司机们也有自己的小目标。

叶超希望，努力干几年后，再看看有什么

发展方向。 他还笑着告诉记者一个小秘密：

“我现在没有女朋友。听说之前有乘客看中司

机，帮忙介绍对象。我也希望碰到有眼缘的。”

邹健的想法也很简单， 早点正式上岗，

独立驾驶；努力踏实做好自己的工作，这是

份稳定的收入，能更好照顾家庭。

■本报记者 薄小波 史博臻

■本报记者 张晓鸣

■本报记者 童薇菁

立足本职，都能成就一份事业

城市发展， 交通先行。 这几年， 上海
大力推进 “公交优先” 交通发展战略。 上
海公交行业通过不断变革， 提升了服务能
级， 拓展了就业新空间。 对此， 市民第一
直观印象就是 ， 新的公交车辆越来越多 ，

年轻的驾驶员也越来越多。

在这个过程中， 一方面， 一线工作人
员的福利和待遇显著提高。 比如， 公交车

驾驶员转正后 ， 税前平均年收入约在 14

万元左右， 工作稳定体面， 成为不少人就
业优先选择； 另一方面， 会修新能源车的

“电池医生”、 用大数据分析客流的工程师
等许多新岗位， 也在公交行业中应运而生，

孕育着行业的机遇和希望。

当然， 作为一线窗口， 公交行业依然
面临很多挑战 。 特别是常态化疫情防控
中， 公交行业承担着大量的一线防控任务。

不忘初心， 方得始终。 不管是新司机， 还
是老司机 ， 只要找到适合自己的职业定
位， 认真学习业务， 努力立足本职， 都能
成就一份事业， 成为守护这座城市光荣的
一分子。

4 月 23 日是莎士比亚诞辰 456 周年， “万众编剧·陈薪
伊云客厅” 在音频平台喜马拉雅启动。 首期节目中， 戏剧导演
陈薪伊以 “莎剧 《麦克白》 是我们的毕业大戏” 为题， 讲述了
她与莎剧结缘的经历。 有意思的是， 陈薪伊也曾不懂莎翁， 觉
得他就是一个 “严肃的老头 ”， 而在戏剧舞台的探索过程中 ，

她将京剧和莎士比亚一起视为终生教科书。

从事戏剧创作 69 年， 执导作品 140 余部， 曾连续十届获
得文华奖， 陈薪伊去年 4 月将她的艺术中心落户上海 “演艺大
世界” 所在的人民大舞台。 三个月后， 她改编的中文版百老汇
舞台剧 《洋麻将》， 由关栋天、 奚美娟领衔在沪首演， 市场反
响热烈。 此次将工作室搬上 “云端”， 这位 82 岁的戏剧名导希
望能继续以艺术之光鼓励人们， 静待剧院场灯再次亮起来。

记者手记

摄影： 张 挺
制图： 陈云峰

在上海创新创业可享六大优势
(上接第一版) 市委、 市政府将一如既往心系青年、 心向青年，

永远做广大青年朋友创新创业的坚强后盾。

以 “信心·机遇———全球疫情背景下的创新创业 ” 为主

题的 2020 年上海创新创业青年 50 人论坛于 4 月 25 日至 27

日在上海中心举行， 邀请行业领军企业家、 青年创业家等开

展分享、 讨论和政策解读， 分为开幕式暨主论坛和 3 场主题

论坛。

进博元素与“五五购物节”

合成叠加效应
(上接第一版)

作为进博会溢出效应主平台， 虹桥品汇全新开出的 5 号食

品馆云集着 500 多个品牌、 5000 多种全球优质好物， 其中进

博会参展商品达 70%以上。 记者在现场看到， 这些开馆 “首

秀” 的全球好货优惠力度极大， 圣塔索菲亚意大利通心粉市场

价 27 元 、 活动价 9.5 元 ， 浅月麦芽糖饼干原价 19 元 、 现价

9.9 元……虹桥品汇市场负责人朱菁介绍， “五五购物节” 期

间， 虹桥品汇其他展馆也有相同优惠， 例如国际知名品牌普拉

达、 巴宝莉等箱包品牌都有大促， 部分 2020 春夏新款的价格

低于欧洲退税价， 并且支持区块链溯源， 一些活动款的优惠力

度更大， 而且活动将持续到 6 月。

在不远处的绿地全球贸易港， 购物节活动同样主打进博会

同款。 记者获悉， 贸易港将挑选 2000 件第一、 二届进博会同

款商品， 推出低至五五折的优惠购活动， 来自南非、 日本、 比

利时、 土耳其的客商将亲自上阵直播带货， 南非大象酒、 日本

护肤美容仪、 比利时巧克力等特色爆品将在直播时段推出五五

折特惠。 绿地贸易港集团总经理薛迎杰告诉记者， 商场将推出

进口消费季主题活动， 其中不乏法国珠宝品牌中国首发、 进博

会同款爆品特惠等亮点， 全方位打造上海进口消费主会场， 激

活消费需求。

大牌低价促销，展商客商纷纷加入盛宴

面对 “五五购物节” 重要契机， 进博会各路展商都表现出

极高的参与热情。

北纬五十度原生态集团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 企业连续参

与了两届进博会， 并已报名参展第三届， “在两届进博会之间

推出大规模的购物节， 对于进博会同款商品的持续曝光、 落地

都大有好处”。 记者在现场看到， 展商为 “五五购物节” 备足

了货， 原产自加拿大的亚麻籽油买一送一， 89 元可以买两瓶，

企业先期已备货 1000 组； 加拿大枫树原浆 1 升装， 市场指导

价 99.8 元， 活动价 68 元， “五五购物节” 期间整箱起售， 只

需 49 元一瓶， 在展商看来是 “极少见的低价”。

与此同时， 海外客商也对促销盛宴兴趣十足。 据悉， 此次

“五五购物节” 期间， 绿地珠宝将与法国奢华珠宝品牌 Korloff

签署战略合作， 在国内首发品牌旗下的珠宝、 手表、 书写用具

等产品， 并在绿地外滩中心开出首店。 绿地还将与波兰投资贸

易局、 新加坡企业中心、 全德华侨华人联合总会等一批海外客

商进行贸易港入驻云签约， 依托商贸零售产业链资源帮助客商

打开国内市场通路， 积极备战第三届进博会。

市商务委主任华源此前表示， “五五购物节” 将在品牌消

费方面发力， 其中， 绿地全球贸易港、 虹桥品汇等进博会上海

交易团四大采购商联盟相关企业将举办进口商品节、 国别商品

周等活动， 500 余家线下门店和 40 余家线上平台推出时尚生

活、 钻石、 美妆、 服饰、 高端奢侈品等进口商品促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