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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讯（记者 左妍 通讯员 宋琼

芳）昨天召开的上海市区域性医疗中心
建设工作现场推进会上传出消息，本市

明确浦东医院等 25家医院为首批建设
单位，同步启动建设四大区域中医医联

体，探索建立医联体内整合型服务模
式，承担区域内居民常见病、多发病诊

疗以及急危重症抢救与疑难病转诊任

务，努力解决“看病难”问题，持续提升
人民群众健康获得感。

市卫生健康委介绍，本市明确浦东
医院等 25家服务能力较强、覆盖人口

多、辐射范围大、分级诊疗基础好的医
院作为首批建设单位，一方面以支持远

郊医院为主，另一方面确保 16个区“全

覆盖”。后续根据医疗机构能力水平基

础，持续推进建设，2021年底前基本完
成本市区域性医疗中心的布局和认定，

持续提升综合服务能力。区域性医疗中
心立足区域医疗服务基本需求, 向下

辐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向上与市级医
院对接，承担区域内居民常见病、多发

病诊疗以及急危重症抢救与疑难病转

诊任务，强化家庭医生为基础的“1+1+

1”医疗机构组合签约服务体系，推动实

现医疗服务能力和效率“双提升”，努力
解决人民群众“看病难”问题。

同时，本市将推进中医专科医联体
建设，构建“区域+专科专病”点面结合、

全专互补的中医医联体新模式：建立

“东南西北”四大区域中医医联体，由 4

家市级中医医院牵头区域内各级各类
医疗机构形成“市-区-社区”梯度支持

的联动发展模式；以中医优势专科专病
为协作纽带，由中医重点专科牵头带动

各级各类医疗机构相同专科领域的技
术提升及能力建设。

本市将进一步建立健全支持医联
体建设的绩效激励、考核评价等工作

机制，通过医联体形成市级医院、区域
性医疗中心、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康

复、护理等医疗机构职责明晰、紧密合
作的关系，推进医疗卫生资源整合和

上下联动，并探索建立医联体内整合

型服务模式。

全面推进区域性医疗中心建设
作为首批建设单位的 25家医院覆盖 16个区

    本报讯（记者 鲁哲）“中午吃什么，去哪里
吃？”这是虹桥商务区 5万多名白领每天都会面
临的“灵魂拷问”。不过，随着新虹“易食堂”的试

水，就餐难问题有望得到缓解。29日下午，由新
虹街道总工会主办的“创‘新’职工服务‘虹’扬

进博风采”———“新虹易食堂”启动暨服务进博
宣誓仪式在九星虹桥商务中心举行。

虹桥商务区有3700多家企业，5万多名职

工，每天的中饭是个大难题。敞亮的高端商务
写字楼里工作午餐动辄四五十元一顿，商务区

写字楼密集，一到饭点电梯就拥挤不堪，吃饭
排队常常“人山人海”，而午餐时间只有短短的

1小时，长期以来，“吃饭贵”、“吃饭难”是虹桥
商务区职工的心病。为了省时省力，有些员工

选择了外卖，但配送费让人吃不消。如果自己
带饭，很多公司没有冰箱、微波炉。何况在办公

室吃饭，既影响工作环境，也不利于员工健康。
今年以来，新虹街道总工会结合大调研

和“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活动，以线

上问卷+线下走访的形式，倾听企业及职工呼
声。调研发现，80%的职工反映商务区吃饭贵，

98%的采访者表示经历过午餐排队，95%的职
工表示菜品卫生最重要，将近 99％的职工受

到虹桥商务区“就餐困扰”。
虹桥商务区里有许多餐饮企业，能引导

他们为职工提供安全、实惠的午餐吗？新虹街

道总工会开始探索。工作人员开始一家家走
访，在商务区的几个商圈里，根据规模、口味

和服务态度以及卫生条件等标准，每个商圈
选择 2-3家餐厅，严格筛选把关后与他们签

约。街道总工会积极为签约商户宣传推广，签
约商户则为职工会员提供就餐折扣。这样，一

方面折扣为商务区白领带来了优惠，另一方
面也为餐厅带来了源源不断的客流，实现商

家和职工互利共赢。
目前，新虹“易食堂”已有 12家特约商户

签约挂牌。餐饮品种比较丰富，价格也降下来

了。比如在一家签约餐厅里，既有女生喜欢的
色拉简餐、冒菜、香锅，也有饭量大一些的男

生们爱好的肉食类、本帮菜、川菜等，而周边
白领过来就餐最高可以享受到 3.8折的优惠。

在商务区工作的邵先生说，“在易食堂出现
前，一顿饭下来人均一般都在 40元左右，而

单独用餐则会花费更多。而现在四菜一汤，两

荤两素，外加两盘烤肉串，人均算下来也就二
三十元，确实为上班族减轻了经济负担。”

据新虹街道总工会介绍，新虹“易食堂”
后续还将加大力度解决职工日常就餐需求中

的各种不便，与银行开展深度合作，升级新虹
工会微信公众号电子平台、发放电子优惠券、

推出专属电子饭卡（可收纳至微信常用小程
序），通过场景化聚合支付等有力的信息化工

具服务广大企业职工，打造新虹“智慧工会”
的先进示范模板。

为破解虹桥商务区白领“吃饭难”、“吃饭贵”问题，新虹街道启动“易食堂”———

数万职工午餐花费便宜了
    “敕勒川，阴山下……”小

学古诗学得再好，不如真的把
孩子们送到内蒙古阴山下，运

气好，真的能看到“天苍苍，野
茫茫， 风吹草低见牛羊”———

让孩子参与亲子游之前，先布
置一篇作文，会让父母更愿意

选择“寓教于乐”的旅游路线。

来自上航国旅的一位总监，在
“文旅融合” 的景点———上海

中心 37 楼观复博物馆里举
办、文旅局倡议的“文旅融合

企业沙龙”上发言，引发一片
热议。

这位总监对照中小学生课本开发旅

游新线路，以内蒙古英雄之旅作文，或绍
兴百草园之旅绘画为卖点， 把营业额在

2年里翻了五番。文化是旅游的灵魂，在
这一案例上得到了生动的体现。 上海一

家专做“私人订制”高端亲子游的公司大
受启发：“我们本来只是做亲子瑞士滑雪

游，邀请奥运冠军来当教练。 现在，我们

决定做全程英文版！ ”

文旅融合如何融？ 破圈、跨界，是第

一要义、各界共识。大家都已经不满足只
在行业内部交流了。 衡山集团旗下拥有

多家颇有历史积淀、文化故事的老饭店。

例如， 今年刚刚逝世的银嗓子姚莉嫁给

了当年扬子饭店老板的儿子， 因而扬子
饭店如今依然有以姚莉代表作 《玫瑰玫

瑰我爱你》命名的“玫瑰套房”———这样
的故事，并没有广为流传，更没有替酒店

带来文化附加值。 哈哈少儿频道起初出
于维护小观众会员的热度， 与上海博物

馆联手推出了“行走上海”的项目，从上
博出版的《上海市民考古手册》里选取了

适合孩子与家长一同步行的文化街区。

每次活动一经推出就被秒抢，五原路、徐

家汇路这两条线最炙手可热。 但也是由
于资金有限等制约，无法长期开展下去。

文旅局也在求破局。 这才组局，邀请
文化、旅游、产业、资本等领域的国企和民

企，汇聚商议。点亮上海的夜间经济，也是
文旅融合的目的之一。豫园商城早在内部

破圈、融合———在一家运营商城的民企里
特设了“灯彩部”，专事豫园灯会的打造。

从 9月起尝试了夜间继续办灯会、夜市到

年底， 就是为了延长豫园灯会的集聚效
应。 与此同时，还把其中的文昌街改造成

“文创街”，集中呈现文创产品……

文旅融合， 其实是要求各行各业都

跨前一步，主动投入，这才能发觉彼此融
合的契机与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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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割现卖有机蔬菜，让市民体验到了

绿叶菜从田头到餐桌的极致距离。10月
29日上午，位于华环真北农贸市场的“金

山爱娥蔬菜”有机蔬菜实体专卖店前人头
攒动，不少市民争相购买基地直供、新鲜

销售的有机蔬菜。
智能化控制感应系统和传统农业种

植经验相结合，创新采用原土壤物理隔

离、培养基土高温熏蒸、大棚多层隔离、臭
氧喷淋等技术，从源头减少病虫、病菌和

杂草⋯⋯一系列的新科技已在蔬菜种植
基地里大显身手。高效节能的种植技术，

让曾经“身价高昂”的有机蔬菜从高端超
市走进了社区菜场，这些有机菜生产成本

可以与普通蔬菜的持平，让普通市民也得

以尝鲜。 本报记者 孙中钦 摄影报道

    本报讯 （记者 马丹）申城的天气过于

“岁月静好”，既没有大风刮过，也没有雨水涤
荡，污染物消散的速度很慢。今天本市空气仍

然处于轻度污染状态，老人、小孩及对污染物
比较敏感的人群会感到不适。

秋冬季节，北方冷空气活跃的同时，也
时常会给上海输送来污染颗粒物，一旦天气

静稳，就容易出现霾或浮尘现象。如何科学

防护浮尘天气？气象专家建议，易感人群减
少外出和晨练等室外活动，以避免吸入过多

污染颗粒物，戴上口罩等防护用具也能阻挡
颗粒物对人体的侵害，与此同时，保持个人

卫生，可以采用漱口刷牙，洗脸洗澡，清理鼻
腔等方式来及时去除颗粒物对呼吸道等器

官的附着。

据上海中心气象台预报，近期本市为典
型秋季天气，天气干燥、昼夜温差拉大，早晨

有时出现秋雾，11月初本市云系略有增多，除
了下周三前后会有一次弱的降水过程，未来

近 10天的天气变化都不大，最低气温预计在
14~16?，最高气温为 21~23?。

旧时“金枝玉叶”

飞入寻常百姓家

申城天气“岁月静好”
近期基本无雨容易产生浮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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