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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施布局不合理，厕所清洁度较差

公园24小时开放后如何兼顾安全和舒适

近年来， 上海积极推进城市公园

24 小时开放。 截至 2024 年底， 全市公

园达到 973 座。 其中， 24 小时开放的公

园已达到 849 座， 占比 87.3%。

但全天开放的公园带来的噪音、 蚊

虫、 安全等方面的问题引起了市人大代表

何愉的关注。

在今年上海两会期间， 何愉代表提交

了关于公园 24 小时开放后如何保障游客

安全与体验的相关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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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者 陈颖婷 见习记者 王葳然

  “我们建议编撰沪语官方教材， 开

设沪语课程， 让在上海的孩子从小就接

触和了解自己的地方语言……” 在“越

来越多的上海小朋友不会说沪话” 的现

实窘境下， 今年上海两会上， 市政协委

员洪亮、 黄国荣等人共同提交了一份

《关于在中小学开设沪语课程的提案》，

将“抢救沪语” 的问题带进了两会会

场。

沪语使用频率持续下降

文化传承存在困难

沪语是在上海及其周边区域历经漫

长历史逐渐形成的当地汉语方言， 是上

海城市文化的标识， 然而， 洪亮等多名

委员通过调研发现， 随着城市的高速发

展、人员的流动，年轻人尤其是少年儿童

已经很少能够讲出或听懂沪语，“沪语在

年轻一代的消失呈现快速发展的态势，

越来越多的上海小朋友不会说沪话。”

沪语使用频率和熟练程度持续下

降、 代际传承明显萎缩、 保护与传承乏

力、 缺少学习途径等现实问题摆在眼

前， 洪亮等多名委员意识到， 在这种情

况下， 抢救沪语已经是一项刻不容缓的

任务。

“上海是一个多元文化的城市， 许

多孩子来自全国各地， 大部分学校都有

非沪籍学生， 有些学校非沪籍人数比例

甚至超过半数。 这部分孩子家庭里没有

沪语氛围， 学校如果不创设学习机会，

整个城市的文化传承将困难重重， 从而

容易引发文化冲突。”

洪亮谈道， 当前部分小学开展沪语

教育是小范围， 一般以社团活动和兴趣

小组的形式由一小部分学生自主报名参

加， 采用学校自主开发的校本课程， 主

要通过沪语影片、 沪语滑稽戏、 沪语歌

曲等， 缺少官方的沪语学习教材和课程

体系。

编撰沪语官方教材

鼓励年轻人学、 用沪语

“沪语文化的推广和传承是一项长

期而重要的任务， 应从小推动沪语文化

的传承和发展。” 对此， 洪亮等多名委

员建议， 编撰沪语官方教材， 开设沪语

课程， 让在上海的孩子从小就接触和了

解自己的地方语言。

“我们建议统筹编撰沪语官方教

材， 进行科学系统性教学。 在不影响基

础课程设置前提下， 利用拓展、 探究、

兴趣等课程， 推广沪语文化， 可以安排

选修课、 课后沪语交流时间、 创设沪语

角、 沪语比赛等形成校园沪语学习的氛

围。”

洪亮等委员建议， 在开设沪语课程

的基础上， 可以允许老师在学校用沪语

交流。 “通过课后的沪语交流， 不仅可

以帮助本地学生更好地认同海派文化，

还可以帮助非沪籍学生更好地融入本地

生活， 提高外地来沪学生———新上海人

的身份认同， 更好地接纳和融入海纳百

川的上海文化。” 同时， 校内外也要积

极配合， 如社区开展“上海人讲沪话”

活动， 设置一些有趣的沪语标语等。

“社会面上也要加强沪语宣传， 鼓

励年轻人学沪语、 讲沪语。” 洪亮说，

目前社会各界对于沪语的认知仅仅停留

在可讲可不讲的状态中， 而社会交往中

往往会出现只要一方讲普通话， 另一方

即使会讲沪语也变成讲普通话， “产生

这种原因的心理因素是一种‘尊重’，

其实恰恰是这种心理因素导致了大部分

想学习沪语， 融入海派文化的外来移民

无法学习沪语的尴尬境地。” 因此， 建

议整个社会应该大力宣传沪语文化， 鼓

励学沪语、 用沪语。

逐渐“消失”的沪语如何抢救？

委员建议：编撰沪语官方教材开设沪语课程
□ 记者 季张颖 胡蝶飞

市政协委员洪亮

设施布局不合理

夜间安全问题存疑虑

“在调研中， 受访者反映了几个主

要问题， 一是设施布局不合理， 比如部

分公园内的服务中心位置偏僻， 走道设

计过宽导致广场空间浪费； 室内活动场

所不足等。 二是公园内缺少适合不同年

龄段人群的运动场地和儿童游乐设施，

适合小朋友的设施相对较少， 而适合老

年人的设施较多。” 何愉说道。 同时，

还有不少居民反映公园附近花坛过大、

道路狭窄， 容易造成人车碰撞的情况发

生； 而有些居民则希望增加栅栏， 确保

出行安全。

此外， 何愉还提出部分市民对公园

夜间开放的安全问题仍存疑虑。 “有些

市民认为公园 24 小时开放是资源浪费、

没有必要， 特别是在离住宅区较远的公

园全天开放， 造成人力和财力资源的浪

费； 考虑到深夜凌晨之后几乎无人使

用的情况， 市民建议是不是可适当延

迟关门时间， 比如延迟关门时间至晚

上 12 点。” 何愉告诉记者， “除此之

外， 部分受访者还认为夜间可能存在

安全隐患， 如在灯光昏暗的角落里存

在流浪汉和不良青年等， 希望加强夜

间安保力度。”

记者了解到， 调研中受访者反映，

一方面， 厕所设施与清洁度较差： 公园

里的厕所气味重、 蚊虫多， 部分设施损

坏严重， 尤其是在节假日高峰期， 厕所

数量不足导致的游客排队现象。

另一方面， 公园里面的噪音与卫生

状况糟糕： 广场舞音量控制不当， 影

响周边居民休息； 公园地面和角落存

在垃圾， 整体清洁度有待提高； 公园

夜间草丛中虫害较多， 影响市民游园

体验。

动态调整公园开放

时长避免 “一刀切”

针对调研中发现的问题， 何愉提出

了自己的建议。 “通过前期调研， 我提

出三点建议： 一是完善 24 小时开放的

城市公园设施规划配备， 根据实际情况

和需求建设运动场地、 多样化儿童游乐

设施、 老年休闲场所和阅读区域， 配备

并定期维护健身器材， 保障器材正常使

用， 同时适量增添园内各区域座位， 设

置冷热直饮水设施， 确保公园硬件、 软

件环境质量双提升。”

此外， 他还建议动态调整公园开放

时长， 强化全天候安全保障。 “动态调

整公园开放时长要避免‘一刀切’， 根

据不同地域条件和季节特征， 分类型、

分批次、 分季节、 分时段、 分区域开

放， 参考目前 24 小时开放公园使用效

率和市民意见建议， 及时作出动态调

整， 对于中心城区及居民区周边等需求

量大的公园优先开放。 对于夜间使用率

低和需要特殊保护的公园缩短夜间开放

时间或不开放。”

强化公园夜间开放管理

保障游客安全与体验

而对于公园夜间开放的管理， 何愉

建议应确保公园夜间大门小门的正常开

合与通行便捷，加强24小时安保巡逻，尤

其在夜间灯光昏暗区域， 要防范潜在的

安全事故，同时要规范园内商业经营，严

禁售卖危险物品，保障游客安全与体验。

“另一方面， 游客体验感也要得到保障，

强化园内日常清扫， 均衡分布男女厕所

并修复损坏设施，通过拓宽狭窄通道、调

整花坛等方式， 优化园内道路和功能分

区等布局，保证通行顺畅与美观舒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