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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上海方言，我们可以做什么
张泓铭

父母两个都是土生土长的上海

人 ， 本来在用上海话对话说得蛮好

的， 突然孩子来了， 大人们立马改用

普通话。 这种转换， 反应之迅速， 神

态之自然， 大人是毫无感觉的。 这是

如今很多家庭的常态， 但仔细想想 ，

这是不是也说明了一些问题。 今天的

上海小囡中， 还有多少人能讲一口流

利的上海话 ？ 是否需要出台一些举

措， 好好保护一下上海话？

保护和传承上海方言 ， 十分重

要。 小而言之， 上海话是上海城市 、

上海文化、 上海历史和上海人的显著

特色与重要标志； 大而言之， 上海话

同全国各地的几千种方言一起， 构成

中华文化生生不息的重要源泉之一。

2008 年 3 月 1 日 ， 上海的全国

政协委员在虹桥机场候机赴京时， 我

同上海沪剧院院长茅善玉说起上海话

的困境， 她不无同感， 且作为一名以

沪语为基础载体的沪剧人， 她更有一

番出自职业层面的忧虑。 此后几年 ，

我们又数次谈及此事。 她告诉我， 沪

剧院著名演员吕贤丽等人正在主持儿

童沪语营， 上海话和沪剧唱段都弄得

像模像样。 此外， 我们社会各方面也

都有些实际行动， 比如有的媒体辟出

了上海话专题和频道， 电视台播出沪

语节目， 一些公共交通也采用双语报

站等等。

但这一切 ， 还不足以保护上海

话 。 2014 年 1 月 ， 在上海两会召开

前， 部分代表委员在一起座谈。 时任

市政协委员、 上海滑稽剧团团长钱程

发言讲的也是上海话保护中的问题 。

会后我同他交流， 说保护上海话等方

言恐怕并非地方努力就行， 要从文化

战略层面上作全局考虑 。 他深以为

然。 后来， 我就写了 《保护方言， 应

该成为国家文化战略》 提案初稿。 我

想到， 赵丽宏是享有全国声誉的上海

文化人， 又同为全国政协委员和市政

府参事， 于是就征求他的意见联署 ，

他迅即回复同意。 这样， 就敲定了提

案并提交给当年 3 月的全国政协大

会。 这份提案分析了方言衰弱的基本

原因及弊端， 并提出了保护方言的六

条对策。 后来， 全国政协将此提案送

交了教育部。 同年 9 月 24 日 ， 教育

部书面回复说， 提案中提出的保护方

言应纳入国家文化战略的建议有重要

的针对性。 看来， 国家是重视保护方

言的。 此后， 我同钱程还商议过成立

上海话推广协会等话题。

倏忽之间 ， 六年过去了 。 六年

来 ， 就上海话的境况而言 ， 一则以

喜， 一则以忧。 喜的是， 社会重视程

度与日俱增， 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保

护上海方言的必要性； 忧的是， 上海

话说得少的现状没有明显改观。

那么， 办法在哪里呢？ 较为紧要

的至少有三：

第一， 目前保护上海话的手段和

形式已经百花齐放， 不过， 千手段 、

万形式， “开口说” 还是关键。 现在

大家都能听懂上海话了， 但光听不说

是 “假把式”， 所以要想办法， 让更

多人开口说上海话。

第二， 创造说话“双轨制”的环境

和氛围， 在公共及正式场合当然要讲

普通话， 但在私人、 家庭等非正式场

合，不妨讲讲上海话。 这样，我们既维

护普通话的法定地位、主导地位，又保

护方言的民俗地位、辅助地位。

第三， 让更多幼儿及青少年学说

上海话、 传承上海话。 对此， 学校也

可有一些细致安排。 比如， 对擅长讲

上海话的本土教师可有适当比例的配

置。

上海这座城市， 历来有能做成事

的传统。 远的不说， 近期诸如像垃圾

分类这样的难题， 在上海也基本被攻

克。 相信保护上海话、 传承上海话这

件难事也一样可以做好。 更多的上海

人能讲一口流利的 “上海闲话”， 我

们的沪剧、 滑稽戏等上海本土文化艺

术也会迎来更好的发展契机。

（作者为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专家
委成员、 上海市人民政府参事、 上海
社科院城市与房地产中心原主任）

一键叫车，让老年人能用会用敢用想用
“申程出行”计划在一年内走进沪上50个社区，推出“银发族首席体验官”计划

移动互联网时代， 如何让老年人

切实感受到现代智能科技所带来的便

捷、关怀和尊重，是移动出行平台的重

要课题。

经历了国庆假期、进博会、软件升

级迭代等一系列“公测考验”后，“申程

出行”App于12月初宣布正式运行。 目

前， 平台注册的出租车驾驶员人数突

破4万，覆盖上海所有出租车企业。 记

者在调查中发现，产品设计之初，着重

针对中老年人的使用习惯， 开放了线

上线下、互联互通的叫车模式，这一点

受到市民欢迎。 但面对司机和市民提

出的各种建议， 平台如何将好事做到

位，这还考验着各方的智慧和决心。

引导市民有序约车

12月7日上午10点半左右，吴女士

在中山东一路的出租车候车点 “扬招

杆”按下一键叫车按钮，没过两分钟，

就有一辆出租车停了过来。 吴女士告

诉记者，“一键叫车”很便捷，车来得也

很快，“这个功能大大方便了不会使用

手机的老年人”。

此前，市政协委员联名提交了《关

于细化出租车分类， 完善运营管理模

式， 切实解决有出行困难的老年人等

特殊群体需求的建议》。

“发起这份提案，源于我在淮海路

上的一次见闻。 ”凤懋伦委员介绍说，

淮海路一侧是一家医院， 一位女士推

着坐在轮椅上的老人走出院门， 在路

边连续扬招了三四辆出租车， 皆不见

车停。 “因为离得不远，我很清楚地看

到她露出焦急的神情。 ”这份提案中针

对上海的实际情况和特殊老年群体出

行的具体需求， 在现行的制度和政策

框架内， 对出租车进行市场细分的建

议，得到了承办单位的高度重视。

“申程出行”由此应运而生。 该平

台由上汽集团打造， 汇聚了全市出租

车企业运能， 推出出租车统一预约服

务平台，并配合实事项目———在200个

出租车候客点设立“一键叫车”功能，

引导市民有序约车， 改变市民随意扬

招、出租车随意乱停靠的习惯，缓解老

年人的打车难等问题。

服务中老年人，也服
务驾驶员

据介绍，“申程出行”自9月底上线

试运行以来，当天订单量就突破了1万

单。试运行期间，平台上的出租车驾驶

员人均在线时长约为5?时，司机平均

应答时长在15秒以内， 平均接驾时长

约5分钟。老人打开“申程出行”App，通

过手机实时定位确定叫车地点， 无需

输入目的地即可进行呼叫。 这样既方

便了中老年人操作， 也杜绝了驾驶员

“挑单”的可能性。

数据显示，平台注册用户中，55岁

及以上的中老年用户占整体用户的

30%以上，并呈现逐步增长趋势。 “申

程出行” 也计划在未来一年内走进沪

上50个社区， 推出 “银发族首席体验

官”计划，通过听取用户的反馈和意见

建议，不断优化产品功能。

海博出租的驾驶员董师傅是平台

的“铁粉”，他说：“虽然现在商业化打

车平台也很多，但我还是优先用申程。

因为它是官方的平台很规范， 也有很

多针对驾驶员的服务功能。 ”平台升级

后，将帮助驾驶员解决如厕难、吃饭难

和新能源车的充电难等问题。

优化约车软件，降低
操作难度

不过 ， 记者在 “扬招杆 ” 体验

“一键叫车” 时发现， 因为叫车时在

司机端只显示客人的上车地点， 不显

示其他任何信息 ， 一旦客人提前离

开， 可能会影响司机接单的积极性。

对此， 有司机表示， 通常客人是

不会离开的 ， 偶尔有一次也可以理

解。 “这就需要平台通过技术手段就

近发单 ， 以便于司机接单后快速抵

达。”

从全市范围看， 200 个出租车候

客点的数量需要进一步增加， 但具体

选址、 硬件安装、 划线设置涉及多部

门协作。 有司机反馈， 一些地方叫车

难， 如医院、 市场周边等， 并不是因

为车不够， 而是停靠难， 司机不愿意

冒违反交通规则的风险去接乘客。

近日， 国务院新闻办举行的 《关

于切实解决老年人运用智能技术困难

实施方案》 政策例行吹风会上， 交通

运输部新闻发言人、 运输服务司副司

长蔡团结表示， 要 “保障老年人不会

上网或者没有手机也能打车。 在医院

等老年人出行集中的场所推动设置出

租汽车停靠点、 临时候车点以及临时

叫车点。 指导鼓励网约车平台， 优化

约车软件， 增强方便老年人使用的一

键叫车功能， 降低操作难度， 让老年

人能用、 会用、 敢用、 想用”。

■本报记者 张晓鸣

城市管理越来越精细化，能否给花鸟市场留一席之地

日前， 记者来到位于灵石路上的
岚灵花鸟市场， 市场对面的人行道上，

此时已有几位骑电动车装载盆景的退
休老伯 ， 在路边摆起地摊 ， 大阪松 、

榆树、 金雀、 黄杨、 日本长寿梅等 10

多个品种的盆景， 一下子吸引了路人
的目光。

家住附近大华新村的顾明亮， 年
轻时就喜欢种植盆景 ， 如今已有 38

年， 现在每周有三四天会骑车带十几
盆盆景出来， 在马路上摆摊， 与爱好
者一起交流欣赏， 也互相交换或出售。

老顾说， 种植盆景是一种很好的文化
休闲娱乐活动， 既能怡情养性， 与别
人交流也是其乐融融， 如今已成为退
休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乐趣。 他说， 平
时像我们这样的流动摊点有 10 多个，

到了双休日要增加三四倍， 说明生活

水平提高， 喜欢种花养草的人越来越
多了。

从桃浦镇来的姚老伯， 也带来十
几盆花卉销售 。 他向记者 “诉苦 ” ：

“因为没有固定摊位 ， 只能到处打游
击， 经常被城管驱赶， 政府部门如果
能在周末和双休日选择非交通干道 ，

划一块地方， 固定时间区域， 设立临
时性马路花鸟交易集市， 我们愿意交
一些管理费。”

走进岚灵花鸟市场 ， 记者看到
“小张艺术盆景” 店门前， 已聚集了许
多盆景爱好者。 家住黄浦区斜土路局
门路附近的朱永康， 今年 68 ?， 从上
世纪 70 年代末开始种植盆景。 他告诉
记者， 原来经常去的是离家最近的江
阴路花鸟市场， 后来拆除了， 就去子
洲路上的曹安花鸟市场和曹家渡花卉
市场， 这两个市场也先后拆除了， 只
能去更远的五角场花鸟市场， 没想到
今年又拆了。 现存的几家， 如杨浦区
本溪路、 虹口区曲阳路、 闵行区益梅

路几个花鸟市场， 规模都较小， 岚灵
花鸟市场算是中心城区仅存的规模较
大的市场之一， 我现在隔三差五来逛
逛， 因为路途远， 要换两次车， 实在
不方便。

“小张艺术盆景 ” 店主张传亮 ，

在岚灵市场开店 8 年， 刚来时生意没
这么红火， 这些年市区花鸟市场纷纷
拆除， 于是许多花鸟鱼虫爱好者便涌
到这里。 春季里， 他这里的小盆花一
天可以卖掉一二百盆。

据岚灵花鸟市场经营管理科科长
叶正茂介绍 ， 该市场营业面积 2.8 万
平方米 ， 2003 年开办至今已有 17 个
年头， 实际摊位总数超过 1000 家， 每
天市场内停车量达五六百辆次， 双休
日人流量达上万人次。 一般来说， 一
个花鸟市场的辐射范围大约 5 平方公
里左右， 如今上海市区花鸟市场几乎
拆除殆尽， 市民娱乐休闲生活受到一
定影响。

记者在采访中获悉， 原先市区规

模最大的曹家渡花市 2017 年拆除后，

已整体搬迁到位于闵行区金汇路上的
虹桥古玩城， 经过 3 年的发展， 已办
成了上海最大的鲜切花批发市场。 虹
桥古玩城花卉市场部经理江卫东向记
者介绍说， 古玩城地处大虹桥商圈中
心地段， 面积近 10 万平方米， 是目前
全国最大的古玩城， 共有近 400 家商
户入驻。 目前市场内经营鲜切花的商
户占了一半以上 ， 经营面积达 1.5 万
平方米， 鲜花品种包括国产、 进口达
数百种， 每年销售额以 20%的速度递
增， 已成为上海最大的鲜切花和干花、

软装市场。 如今每逢双休日， 从本市
各地以及江浙一带的客户， 开车前来
批发花卉者络绎不绝， 养花爱花的市
民也纷纷涌来。

随着城市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
的提高， 美化生活、 修身养性已成为
更多市民的追求， 同时也是一个不容
忽视的新的经济业态。 有人建议， 在
不妨碍交通、 不影响居民生活的前提
下， 街道社区可否在双休日选择非交
通干道附近空地， 开辟 “马路花鸟市
场”， 固定时间、 固定地点， 同时加强
卫生消防管理， 为市民提供一个文化
休闲消费的好去处， 同时也可以考虑
开设夜间花卉集市， 给爱花者带来更
多方便。

种花养草，市民购买难觅去处
今年7月，杨浦区五角场花

鸟市场被列为拆迁对象， 市中

心又一个花鸟市场成为历史。

过去，申城大大小小的花鸟市

场很多 ，逛逛花鸟市场 、买点

花鸟鱼虫是市民一项娱乐休

闲活动。 但如今市中心花鸟市

场纷纷拆除，在网上搜索，尚存

不到20家， 其中市中心或靠近

市中心的仅剩五六家。

花鸟市场曾是市民生活

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 这些

年城市管理精细化程度不断

提高 ， 中心城区租金越来越

贵， 花鸟市场无奈只能退出。

随着市民生活水平的提

高 ， 养花种草 、 养鱼养宠物

等已成为许多市民文化和娱

乐休闲的需求 ， 呼吁有关部

门能否在双休日一些非交通

干道设立临时性马路花鸟集

市 ， 让这一健康有益的休闲

方式重回广大市民的视野。

———读者 殷建华 胡焕军

■本报记者 倪国和

读者来信 记者调查

老年人打车有点难
我是一名退休职工， 打车对我来

说是个难题。 每次在路边招手拦出租

车都要等上很久，几乎等同于碰运气。

偶尔眼前有空车，跑过去一问，司机说

这辆车已被别人用软件预定好。

最近，“申程出行”App在我们社区

进行了推广，我试了几次，好用。 特别

是在路边候客站的 “扬招杆 ”上按 “呼

叫键”， 周边的出租车就会过来接单，

感觉方便了不少。 但类似这样的“扬招

杆 ”太少了 ，我们社区附近只有一个 ，

希望相关部门能将好事做透彻。

———长宁区华阳社区居民 胡阿姨

读者来信

一辆出租车停

靠在中山东一路出

租车候车点的“扬招

杆”旁。

本报记者 邢千里摄
制图：李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