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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J21首次在内蒙古开展航线展示运营

我国自主研制支线喷气客机圆满完成
呼和浩特—乌兰浩特往返航线运行

本报讯 （记者张晓鸣） 我国自主

研制的 ARJ21-700 喷气客机昨天圆满

完成呼和浩特—乌 兰 浩 特 往 返 航 线 运

行， 这意味着其在内蒙古的首次航线展

示运营正式拉开帷幕。 本次展示运营从

3 月 20 日开始， 3 月 30 日暂告一段落。
往返航班由 ARJ21 首家客户 成 都

航空公司执行， 去程航班号为 EU2781，
昨天 11 时 30 分从呼和浩特白塔机场起

飞， 13 时 20 分在乌兰浩特机场平稳降

落 ； 返 程 航 班 号 为 EU2782， 14 时 20
分从乌兰浩特起飞， 16 时 05 分在呼和

浩特降落。
这是 ARJ21 飞机投入市场运 营 后

首次回到内蒙古地区飞行 。 内 蒙 古 是

ARJ21-700 飞机高寒试验试飞的主要基

地。 2010 年 1 月，处在试飞取证阶段的

ARJ21-700 飞机首次飞抵内蒙古呼伦贝

尔机场， 开始了跨越几个冬季的高寒试

验试飞，并于 2014 年 1 月全面完成试验

任务， 充分验证了飞机在极端寒冷条件

下的安全飞行品质和正常运营能力，为

飞机取得型号合格证奠定了坚实基础。
2017 年 4 月，ARJ21-700 飞机再次来到

内蒙古锡林浩特机场， 开展大侧风地面

试验等一系列设计优化试验试飞。
ARJ21 飞机是首款按照我国中西部

地区运营条件设计的喷气支线客机， 并

先后在内蒙古海拉尔、 青海格尔木等地

进行了适航验证 。 严格的试验 试 飞 表

明， ARJ21-700 飞机适应我国中西部机

场起降条件和复杂航路越障要求， 具有

显著的高寒、 高原等性能。 飞机在国内

所有高原机场和绝大多数高高原机场可

以实现满客起飞； 在-30℃自然环境下

仍能保持正常运行。
ARJ21 飞机现有国内外客户 21 家，

订单 453 架。 目前飞机已交付四架， 先

后开通成都—上海虹桥、 成都—上饶—
南 通 、 成 都—长 沙 、 成 都—合 肥 、 成

都—济南往返航班， 安全载客人数超过

5 万人次。 中国商飞公司发挥本土化优

势， 建立了全生命周期运行支持体系和

7×24 小时快速响应机制 ， 保障飞机安

全平稳运营。 同时， 根据乘客及市场反

馈， 持续开展设计优化。
作为 ARJ21 飞机首家客户 ， 成 都

航空全力保障飞机示范运营。 自 ARJ21
飞机首航以来， 成都航空已实现 ARJ21
飞机机队安全飞行约 2000 小时。

民兵学雷锋“南京路上再出发”

本报讯 （记者何易 通讯员丁绍
学 王亚伟）昨天上午，南京路步行街

第一医药商店门口，“南京东路民兵连

为民服务队” 服务点前，60 多名穿着

迷彩服的黄 浦 区 民 兵 摆 出 十 多 个 摊

位，为群众提供理发、电器修理、医疗

保健等免费服务。
1982 年 3 月 20 日至今， 每月 20

日， 黄浦区所属企业和事业单位民兵

都会走上南京路开展为民服务活动。
36 年来，黄浦区民兵累计为民服务达

400 多万人次。 为民服务内容也从最初

的理发、磨刀，扩展到如今的手机维修、
法律咨询、环保节能等 80 多项。

上图：民兵为群众测量血糖。
本报记者 赵立荣摄

“家门口好学校”成更多市民选择
上海近 94%小学生、近 85%初中生就读公办学校———

“上海近 94%的小学生就读公办

小 学 ， 就 读 民 办 小 学 的 学 生 仅 占

6.25%；近 85%的初中生在公办初中就

读，就读民办初中的学生占 15.23%。 ”
这是记者昨天从市教委获悉的一组最

新数据。
近年来， 上海深入推进义务教育

城乡一体化改革发展， 努力办好每一

所家门口的学校， 让每个孩子享有公

平而有质量的教育。 眼下， 市民家门

口有特色、 质量高的好学校越来越多，
义务教育阶段公办学校正成为绝大多

数学生和家长的理性选择。

义务教育公办学校不断
向优质均衡发展

有两组数据可以佐证上海义务教

育公办学校整体质量的提升。 连续多

年的上海 “绿色指标” 测评数据显示，
上海公办民办小学学业成绩达标率均

超过 99%， 91%的公办小学学生有比

较强的学习动机， 89%的公办小学学

生对学校认同度较高 ， 96%的公办小

学学生对师生关系的评价普遍 较 高 ，
公办民办小学之间没有显著差异。 而

从 PISA （国际学生评估项目） 测试结

果来看， 上海中学生连续几年在阅读、
数学和科学领域名列前茅， 且均衡度

比较高。
为了办好每一位市民的 “家门口

的学校 ”， 上海近 年 来 着 力 深 化 教 育

综合改革， 大力实施学区化集团化办

学、 新优质学校集群发展、 城乡学校

携 手 共 进 计 划 。 而 于 2011 年 启 动 的

新 优 质 学 校 则 汇 聚 一 批 “不 挑 选 生

源， 不追求分数排名， 不集聚特殊资

源” 的学校， 探索实施素质教育、 成

功办学之路。
随着招生考试制度改革的不断深

化和加强初中学校建设等一系列重大

改革， 公办初中的教育水平也将进一

步提高。 市教委表示， 截至目前， 上

海各区已经建 立 学 区 和 集 团 182 个 ，
其中集团 128 个， 覆盖学校 1050 所；
市、 区两级新优质项目学校 382 所。

进一步推进城乡学校携
手共进计划

进 一 步 缩 小 城 乡 和 校 际 办 学 差

距， 也是办好家门口好学校的题中应

有之义。
2007 年起， 上海启动农村义务教

育委托管理工作，选择中心城区优质学

校，接受郊区教育部门委托，采取缔结

契约转移办学责任、团队进驻提升办学

水平的方式，对郊区农村义务教育阶段

相对薄弱学校开展全方位的管 理 ，到

2017 年已实施五轮， 累计托管农村学

校 208 所（次），覆盖班级 4400 个（次），
惠及学生约 16 万人（次），一批郊区义

务教育学校成为老百姓家门口的好学

校，学生和家长对委托管理的满意度分

别达到 91%和 92%。
去年， 市教委在总结五轮郊区义

务教育学校委托管理经验的基 础 上 ，
出台了义务教育 “城乡学校携手共进

计划”， 从 2017 年起每三年实施一轮，
包括郊区义务教育学校精准委托管理

和城乡学校互助成长项目两项核心内

容， 不断提升城乡居民的获得感。
新阶段 “城乡学校携手共进计划”

的内涵如今更 “丰富” 了———既有学

校全方位托管的精准委托管理， 又有

互助成长项目。 据悉， 首轮精准委托

管理 42 所、 互助成长项目 34 所， 覆

盖本市所有郊区。
其次， 该计划强调更 “精准”， 委

托管理的受援学校原则上为郊区新开

办的义务教育公办学校和提升办学质

量意愿比较强烈的义务教育公办学校，
城乡学校互助成长项目则立足于解决

郊区学校内涵发展的瓶颈问题， 希望

形成郊区学校可持续发展的长效机制，
简言之， 合作更 “对口” 了。

未来还将进一步加强政策和制度

配套， 包括专业指导、 绩效评估、 考

核督导、 教师奖励等方面， 特别强调

完善对城乡学校及其教师的激励机制，
在 学 校 领 导 选 拔 、 校 长 和 教 师 职 称

（职级） 评审、 绩效工资总量统筹安排

等方面予以适度倾斜， 激发中心城区

学校 （专业机构） 和郊区学校教师的

积极性， 使得保障更 “给力”。

■本报记者 朱颖婕
通讯员 焦 苇

城市更新推动“美食街”转型
寿宁路“小龙虾一条街”难觅往日人气，不少店铺关门停业———

短短 200 米不到的马路， 最辉煌

时楼上楼下挤着近 50 家餐饮店，九成

是卖小龙虾的。 黄浦区西藏南路与人

民路中间的这段寿宁路，人称“小龙虾

一条街”。
如今，它将成为历史。
进入 3 月，“再见，寿宁路”之类的

帖子在社交平台热传着。 在上海，如此

老牌、地处市中心黄金地段，且以单一

特色著称的美食街独此一家。 它真要

被取缔？ 监管部门尚未给出明确说法。
不过， 寿宁路小龙虾店的证照问题近

年来有些“说不清、道不明”，而整治无

证无照餐饮确为今年上海食品安全领

域的“重头戏”。
对于“人气夜市”、美食街，一关了

之并不难， 或许它会在其他地方再度

风生水起。
我们为什么还要谈寿宁路？ 记者

实地走访发现，这条辉煌了 20 年左右

的美食街背后， 有的不只是食物带来

的愉悦。 剥开这条“龙虾街”的前世今

生，与美食街一同迭代的，是都市人饮

食 消 费 习 惯 与 对 食 品 安 全 态 度 的 变

化，以及城市更新的前进步伐。

招租广告遍布， 人去楼
空，“小龙虾街”冷了

站在 “门面出租 ”的小广告前 ，一

对老夫妻每天都会来寿宁路， 他们背

后是已被拆成毛坯的沿街房， 他们是

房东。
原来 ，他们的 “邻居 ”店铺都是卖

小龙虾的。 但如今，他们家隔壁已经变

为一家卖杂货的小超市，店堂明亮，货

架整洁。
老夫妻早就在上海别处安家了 ，

他们如今盼着这里 “早点转型 ”，给这

间房“谈一个好租金”。
3 月 17 日 20 时，寿宁路，霓虹灯

还在闪烁，却看不到如织人流，除红梅

龙虾等在各类上海小龙虾评价榜上排

名靠前的 “网红 ”还能接近满座 ，其它

店堂都寥寥坐着一两桌人。 不少店铺

做着外卖生意， 偶尔看到外卖小哥过

来提货。
在一家卖了十多年小龙虾的店堂

里， 张贴着港台明星曾在这里用餐的

照片，可见寿宁路昔日的风光。 这家老

板坦言， 互联网餐饮营销模式带动了

“网红 ” 餐饮 ， 寿宁路受到的冲击不

小———要吃小龙虾， 寿宁路不再是唯

一选择。
在街角， 一些并不明显的店铺已

被贴上了“旺铺出租（谢绝餐饮）”或关

门停业的牌子。
寿宁路，要拆了！ 今年春节后，这

样的消息弥漫在这条街上。

开窗就见大烟囱， 老邻
居相继搬离

曾经的寿宁路，一到夜幕降临，整

条街热闹非凡，随之而来的，是满地的

杯盘狼藉， 小巷里洗过小龙虾后墨墨

黑的水，空气中烧烤的气味，熏得人睁

不开眼睛。
有人说这叫 “城市的烟火气”，可

对附近居民来说，只有“火气”二字，更

不用说永远滑腻腻的地面， 持续到清

晨四五点钟的喧闹。
走在寿宁路上， 放眼就能望见一

排排高耸的烟囱。 据说，这是为了油烟

不扰民， 结果烟囱越搭越高， 直插天

际，成为市中心的奇观。
拐进寿宁路 10 号，在两个人并肩

走都很困难的狭窄弄堂， 就竖着好几

根有两三层楼高的大烟囱。 “一米都不

到 的 弄 堂 ， 居 民 开 窗 就 见 烟 囱 在 眼

前。 ”“排烟马达轰鸣一夜到天亮……”
老街坊围绕龙虾店扰民的投诉不少。

附近居民谈起这条街，心情复杂，
有人为此过上苦日子， 也有人过上好

日子。
“原本沿街面的房子大家都不喜

欢，觉得不安全，但后来有人在这里卖

小龙虾，生意好得不得了，沿街面的房

子就可以租出去了，沿街住户发财了，
租给人家开小龙虾店， 一个月租金可

以收两三万元。 ”一个老爷子这样说。
有人说，2000 年上海第一家小龙

虾店就开在寿宁路，如今无从考据。 但

确是这个时段前后， 寿宁路上的各种

门面纷纷开始以卖小龙虾吸引食客 。
眨眼十多年， 寿宁路成了闻名遐迩的

“小龙虾一条街”。
相对应的，则是老街坊相继搬离。

无证照、存食安隐患，让
消费者渐行渐远

谈及 “取缔 ”传闻 ，这里的小龙虾

店主们心知肚明：因为无证照。
记者随机打开一家第三方网络订餐

平台，寿宁路小龙虾店的餐饮证照（餐饮

证照过去有段时间指“餐饮服务许可证”
“食品流通许可证”，此后二证合一为“食
品经营许可证”， 它们在时间上有交叉，
但只要没过期的证依然有效， 就不需要

强制换新证）信息怪现象不少：
地址写着 “寿宁路 31 号 ”的糊涂

龙虾， 在商家资质信息栏公布的食品

流通许可证在 2017 年 4 月 9 日就到

期了。
地址明明写着 “寿宁路 47 号”的

兄弟盱眙小龙虾， 餐饮服务许可证上

的地址却是“寿宁路 54 号”。
地址写着 “寿宁路 45 号 ”的星尚

香吧岛， 食品经营许可证上的法定代

表人名叫包娟玲， 但在国家企业信用

信息公示系统上 ，名为 “包娟玲 ”的餐

饮关联企业只有一家， 地址赫然写着

“上海市黄浦区淮海中路街道复兴中

路 105 号”。

多店 “合用 ”一张证 、证照过期甚

至办假证……大名鼎鼎的美食街 ，怎

能在证照上“说不清，道不明”？
“无证无照？ 我想办证啊，但办不

下来。 ”一家小龙虾店的老板“喊冤”。
结 合 投 诉 举 报 与 监 管 查 实 的 情

况， 监管部门早已不给这里的小龙虾

店“续证”。
记者实地采访发现，即便有证照，

这里的小龙虾店也存在超面积经营 、
餐厨比不合格等违规嫌疑： 这里几乎

所有的小龙虾店都挖出类似半个地下

室的空间 ，就这样 “往下挖一挖 ，中间

隔一隔 ”， 他们就多出了两层楼的店

堂。 有的店主出钱给二楼居民外头租

好房子 ，就开起了 “坐拥三层楼 ”的小

龙虾馆。
消费者的意见也有分歧。 有人认

为，在这样的 “黑暗料理街 ”谈什么食

品安全。 也有观点认为，正是有人对食

品安全的不在乎， 导致餐饮从业者的

妄为，“人气夜市 ”不能成为 “脏乱差 ”
的代名词。

在第三方平台上， 疑似引发急性

肠胃炎的食客留言时不时地出现。 曾

经的 “夜宵圣地” 成为健康的隐形杀

手，让一些食客选择绕开寿宁路。
这些年，城管、公安、消防、食药监

等部门对寿宁路无证餐饮的联合整治

不少。 但知情者透露，“反复整治，反复

回潮”。
寿宁路也经历过风浪 ，2009 年的

“洗虾粉”风波曾让这里生意惨淡到几

近“断气”，但不久它又“复活”了。 而这

回，似乎不同了，不少房前贴出了招租

广告，“搬迁”似乎是大家默认的趋势。
“等到了新店面，我们要去申请执照。 ”
一个老板这样说。

今年，上海已经下了决心，到年底

要基本消除无证无照餐饮。 这恐怕不

是冲垮寿宁路的唯一稻草， 都市人饮

食消费习惯与对待食品安全的态度转

变、居民的怨言 、监管部门对待 “人气

美食”的态度……这一切交叠着，或将

促成它的新陈代谢。

■本报首席记者 唐闻佳
记者 郝梦夷

在寿宁路小龙虾街后巷一条一米不到的弄堂里， 大大的烟囱有两三层楼

高， 居民开窗就能看见。 本报记者 唐闻佳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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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等奖基金积累数为：
3545224.05 元

排列 5 第 18072 期公告
中奖号码： 4 1 2 2 9
每注奖金 100000 元

排列 3 第 18072 期公告
中奖号码： 4 1 2
直选每注奖金 1040 元

组选 3 每注奖金 346 元

组选 6 每注奖金 173 元

体彩公报

� � � �近日，平安产险发布“以人民为中心”的车
险理赔服务新标准，新标准以“不拒绝客户需
求”为准则，从服务范围、服务流程、服务模式
等三大方面着手，制定了”快速礼貌回电”、“先
安抚人后关怀车”、“了解记录客户需求”、“10
分钟极速服务”、“双手递送饮水”、“制定完整
解决方案”、“ 后续事项书面交代”、“礼貌目送
客户”等八项规定。

新标准是平安产险通过不断收集、总结实
际服务中客户的需求和反馈而制定的，汇集了
730万客户 NPS回访建议，其贯穿车险理赔全
流程，将服务范围覆盖到全国车主，强调随客
户的心意匹配理赔方式，用智能科技的模式提
升客户体验。 其中，针对占比最高的 5000元以
下理赔案件，平安产险推出“爽快赔”服务，现
场一次性即时赔付，帮助客户“一次接触、简单
办事、不添堵”。

升级服务范围：
从服务平安车主转变为服务所有车主
在平安产险发布“以人民为中心”的车险

理赔服务新标准中，“快速礼貌回电”、“先安抚
人后关怀车”、“了解记录客户需求”、“礼貌目
送客户”等规定都不是传统的理赔作业服务动
作，也不属于平安客户的专属服务。

平安产险车意理赔部总经理杨宏旭介绍，
“新标准覆盖车险理赔过程中与客户接触的每
一个环节，要求查勘员在理赔事故现场，主动
关怀每一位车主，打破行业的间隔，无论是否
为平安客户，都应耐心倾听车主的诉求，并根
据不同情况提供支持与援助，让交通事故后的
车险理赔过程安心、简单、温暖”。

比如，“先安抚人后关怀车”是指在事故现
场，应主动安慰客户关怀伤者，帮助他们平复
险后情绪，再快速处理理赔问题；“了解记录客
户需求”是要了解记录现场每一位车主的需求
并分情况寻找最合适的解决方案等等。

升级服务流程：
以客户需求制定解决方案

在重视人性化关怀的同时，平安产险本次
推出服务新标准，旨在改变传统以公司理赔作
业流程为核心的理赔模式，转变车险理赔必须
要经历查勘、定损、核损、赔款等复杂流程的服
务意识， 主张由客户自主选择合适的理赔模
式，尽可能与客户在一次接触中“制定完整解
决方案”，按照客户心意完成理赔全过程。

在此之下， 针对占比最高的 5000元以下
车辆损失及人伤理赔案件，平安产险根据客户
的共同需求，特别推出“爽快赔”服务，实现现

场一次性即时赔付。 同时，针对车辆损失案件，
要求第一次接触客户的查勘员协助安排处理
车辆定损、维修等理赔全流程；针对人伤就医
案件， 客户住院期间费用由平安产险预付，并
由查勘员包办相关理赔手续，全程陪伴跟踪案
件调解。

升级服务模式：
从线上理赔转变为智能理赔

杨宏旭表示，“服务新标准能够施行，离不
开科技的支持，比如‘10分钟极速服务’基于云
理赔作业、智能闪赔、智能决策引擎、智能网格
化派工等一系列前沿科技才能实现。 ”

据了解，智能理赔服务模式部分通过线上
远程查勘完成，只需根据指引上传现场照片就
能完成，实现客户现场“零等待”；而对于需要
查勘员现场查勘的案件，平安产险的“510极速
查勘服务”利用大数据分析，将全国 334 个城
市划分为 4610个网格，再将 8000多名查勘员
合理分布在不同网格区域， 确保人力合理布
局，保证到场时效。 截至目前，整体 5~10 分钟
查勘率达 94.59% 。

据悉，在 3·15 之际，平安产险还联合网
易新闻搭建倾听车险用户 “心声”的在线平
台， 收集更多对车险服务的期待， 推动车
险理赔服务质量提升。 平安产险副总经理
朱友刚表示， “推出服务标准是个开始，
未来， 平安产险在集团三十周年 ‘懂感恩、
助未来’ 的指引下， 通过打造一系列客户
回馈活动， 为广大车主带来更加安心、 简
单、 温暖的出行体验。”

汇集730万客户回访建议，平安产险发布
“以人民为中心”车险理赔服务新标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