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候车“神器”功能升级 公交信息一手掌握
□记者 朱杰

在等公交这件事上，想必有不少人都有
过类似的经历，有时等车迟迟不来，有时你
却和公车擦肩而过。近期，据“上海发布”微
信公众号信息，公交实时到站功能升级，全
市 1321 条公交线路可实现随时查询。市民
只需关注“上海发布”，就能通过“公交实时
到站”功能，查询到具体公交车到站的实时
信息。

在大家的印象中，公交站似乎长得都差
不多，但仔细看还是会发现有不同之处。大致
来说，硬件设施较好的公交站都配有电子显
示屏，普通车站往往只有一块站牌。而在有电
子显示屏的公交站里，又分为信息显示完整
和信息显示不全。

在 7号线昌平路站 3号楼旁边，就是 76
路 /138 路公交站（常德路康定路站）。几位
市民正在站台上候车，该站配有电子显示屏。
但当记者走近时才发现，屏幕上的公交车到
站信息显示不全。在屏幕左下方，只有年月日

和时间，本该显示预计到达时间的地方没有
任何时间信息，略显尴尬。

这时，记者打开“上海发布”微信公众号
进入“市政大厅”，再点击“公交实时到站”
进入查询页面，分别输入 76 路和 138 路进行
查询。结果显示，在测试当天下午 1点 20分，
一辆 76 路距离本站还有 7分钟，另一辆 138
路的到站时间也相差无几。经过几分钟的等

待后，两辆公交车相继到站，与查询结果保持
一致。
之后，记者来到了康定路上的 23 路公交

站（康定路延平路站），该站只有一块站牌。
下午 1点 35分，结果显示一辆 23 路的到站
时间为0分钟。只见一辆 23路已经拐进延平
路康定路口往车站方向驶来，来得早不如来
得巧。

最后，记者来到了安远路上的 40 路 /54
路公交站（安远路胶州路站），该站也配备了
电子显示屏，但屏幕尺寸不大，而且还是黑白
的。但不得不说，乍看上去普通的屏幕，显示
的信息内容却很完整。除年月日、时间等基本
信息外，还有天气预报的提示，两条公交路线
的预计到站时间也显示得清清楚楚，让市民
看了一目了然。
下午 1 点 45 分，一辆 54 路还有 16 分

钟到站，和电子显示屏上的预计到站时间
一致。最终，公交车准点到达，一分不多一
分不少。面对这样的测试结果，如果用分秒
不差来形容，或许也是合适的。经过记者测
试体验，“候车神器”确实是实至名归。信
息显示不仅准确，而且还很实时，当一辆公
交车驶离车站时，系统会自动更新下辆车
的到站时间。

当前，查询系统不仅包含了大部分市
区公交线路，就连郊区的部分公交线路也
被纳入其中。未来，公交线路还在不断更新
补充中。

均泰有位“老法师” 书法养生两手抓
□记者 朱杰

近期，均泰居民区的泰尔乐书画社在活
动室，举行了第 14 届书画展开幕仪式，吸引
不少社区居民前去参观。1999年书画社成立，
2004 年起每年举办书画展，是共同的兴趣爱
好让这些老人走到了一起。书画社成员们都
说，多年一路走来，感谢身边的老伙伴陪伴。

记者参观展览时，正巧遇上了三和书画
社，以冯涨础老师带队，一行人特意来此学习
交流。冯老师表示，此次展出的作品有不少值
得他们学习的地方，比如作品的丰富多样性，
比如书法、绘画的功底。通过参观书画展，让
成员们开阔眼界，交流学习。
在展览现场的 50 多幅作品里，光书法作

品就占去了大半，篆书、草书、楷书、行书等作
品，都能从中找到。据书画社负责人施慧芬老
师介绍，书画社 18 位成员的平均年龄是 76
岁，有几位老人因搬迁住到了较远区域，但每

周五的活动总是雷打不动地参加。大家把这
里当成了“娘家”，聚在一起说说笑笑，图的
就是个开心热闹。

在开幕仪式上，书画社成员几乎都到齐
了。不能到现场的成员，也打电话表示歉意并
祝书画展举办顺利。其中，有两位成员因年事
已高住进了养老院，但听到书画展的消息后，
就让子女把作品带来展出。作为书画社的成

员，集体的事就是自己的事。
在泰尔乐书画社，有一位名叫陈道善的

老人，马上就要 99 岁高龄了。他不仅年龄最
长，每天还坚持提笔练书法，“活到老学到
老”用在陈老身上再合适不过了。每年书画
展，陈老总是会给大家带来惊喜，今年也不例
外。一副《庆改革开放四十年》与时俱进，内
容原创，朗朗上口，让观者在欣赏精湛笔墨的

同时，更能体会到时代的沧海巨变。
另一幅《千字文》更是让人叹为观止。陈

老平时都戴眼镜，但一到写书法，他习惯摘掉
眼镜写，而且写书法的速度飞快，一般人还真
比不上。听施老师讲，作品上密密麻麻的书法
字，都是老人用写福字这样的粗笔写成。陈老
的这个绝活，就是用粗毛笔既能写“大”字，
又能写“小”字。

别看陈老年纪那么大了，精力还是相当
充沛。只要是街道、居委会组织的活动，老人
都是随叫随到，手握墨笔一写就是一个多小
时。平时，书画社成员聚在一起时，除了讨论
作品外，还喜欢听陈老讲养生之道。

老人高寿自然有自己的独门秘籍，老人
经常将新姜切片后，将其和醋、糖浸泡在一起，
每天早上吃一片，长期以往形成了习惯。陈老
还是一个特别挑剔的人，只要作品里稍有一点
瑕疵，他都要重新写一遍。老人身上的认真和
钻研劲头，让其他成员视其为学习榜样。

一辆 54 路准时到站 “上海发布”公交实时到站查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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