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记者 杨

玉红）夜幕降临，华灯初
上，一只站在乘风破浪的

巨型龙舟上的老鼠全身
闪闪发亮⋯⋯昨晚，国

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
目———2020年豫园新春

民俗艺术灯会（下文简称
“豫园灯会”）正式亮灯，

将持续至 2月 11日。

今年，豫园灯会以
“全面奔小康·焕彩中国

年”为主题，活泼可爱的
卡通鼠形象贯穿整个豫

园灯会。在豫园商城的
中心广场，一组“2020

鼠你最幸福”灯组吸引
了很多游客驻足欣赏。

米奇和米妮也首次亮相

豫园，用软软糯糯的上海方言欢

迎着来自世界各地的来客。

走进九曲桥广场，上海的东
方明珠、南京的秦淮河、苏州的昆

曲、杭州的西湖、安徽黄山的迎客
松等一一呈现在五彩缤纷的灯组

中。本届灯会还将光影、光纤、
LED玉屏等新技术与灯彩叠加，

为传统文化添加新的魅力。

另悉，灯会期间，豫园灯会将

与南京秦淮灯会、西安城墙灯会
联动，计划互换灯组，用不同地区

的非遗灯彩讲述中国故事。

    本报讯（记者 金旻矣）深受

市民喜爱的古猗园“元宵夜游”重
回上海，从 2月 3日起将持续一

周。昨晚，园内 18组来自四川自
贡的彩灯全部安装完毕，首次进

行了试亮灯。
昨晚细雨霏霏，浓重夜色中，

富有浓浓年味的彩灯亮起，瞬间

点亮了这座古老园林。除了彩灯，
园内古建筑仍保留着去年中秋完

工的灯光夜景。

“去年，我们完成了灯光改造，
增添近 9000 套户外夜景灯具和

各类功能性照明灯具，点亮夜晚
的园林。今年，我们再度尝试夜游

灯光的‘节庆’模式，一方面探索
不同的夜景，另一方面通过夜间

照明，让游客了解传统佳节的礼

仪活动。”古猗园园长吴松说。
今年古猗园重开“元宵夜

游”，遇上了上海实施垃圾分类。

灯会结束后，彩灯的命运会是怎
样？园方和自贡方均表示，按照

“低碳节约办展”的原则，使用过
的彩灯并不会被丢弃，而是送至

仓库保存以后重复使用，或通过
转让拍卖找到合适的“下家”。

据悉，“元宵夜游”将从 2月 3

日起持续至 2月 9日，届时古猗
园将延长开放至 20:30闭园。

    昨天，杨浦区的“金牌店小二”

们同时干了两件大事。下午 2时，
“杨浦第一高”新江湾城尚浦领世双

子塔动工建设，建成后将为目前已
是杨浦区税收高地的尚浦领世项目

再添“核动力”。同时，156家杨浦区经
济贡献重点企业的企业家登台领奖。

活动中，记者获悉，杨浦区优化

营商环境 3.0版方案，最快下周即
将正式公布。

开“门”迎客创税收高地
无论是“杨浦第一高”的顺利开

工，还是 156家获奖企业的快速发

展，都离不开杨浦区不断优化的营
商环境。

美国铁狮门公司是世界一流房

地产业开发商，尚浦领世是铁狮门
进军上海第一站，总建筑面积达 90

万平方米，是新江湾城最大的一幅
综合用地，也是上海最大的在建大

型高端多功能综合社区之一，被作
为杨浦区重大工程重点关注。

尚浦领世已开发的地块中，已

有耐克、德国大陆集团、汉高等国际
知名企业入驻，2018年，仅这三家

企业税收总额就达 3亿元，推动尚
浦领世成为杨浦区税收高地。

回顾几年来项目发展历程，尚
浦领世负责人表示，首先得益于杨

浦区的大力支持。就拿耐克大中华
区总部落户来说，当时，办公楼还没

开建，面对耐克提出的超高层高要

求，杨浦区在已有建筑规范许可的
范围内，灵活提供了政策支撑，使得

项目在 2012年 5月开工，2014年 1

月拿到竣工备案，比正常流程节省

7个月。
2019年，杨浦区积极推行优化

营商环境 2.0版本落地，6个工作日

为两个地块项目发出综合竣工验收
合格通知书。同时，区规划资源局及

时进行方案审批，区建管委第一时
间核发施工许可证，双子塔项目享

受到审批改革红利，开工时间比预
计的提前 1个月。

尚浦领世在五角场-新江湾区
域乃至杨浦区栽下“大树”，吸引八

方金凤凰落户。双子塔预计 2025年

建成，将继续吸引优秀企业和人才，
推动新江湾城成为北上海的中心。

注重培养双创领军人才
在昨天下午的表彰大会上，代

表 IBM 中国客户创新中心负责人

张书瑛惊喜地发现，上台领奖者中，
相当一部分都是去年底杨浦区委组

织部举办“高层次人才培训班”的同
学，可见杨浦区对培养双创领军人

才的高度重视。她的同学中，就有在

年营收 12 亿-15 亿元的科创企业
小沃科技就职的李海鸥。

李海鸥对“店小二”们的服务
态度深有感触。他说，2018年刚到

杨浦工作，没等自己去拜访杨浦区

投促办主任邵波，邵波就主动来“报
到”了。短短 2小时，邵波给李海鸥

上了一堂价值连城的“政策课”，更用
一个金点子帮助小沃科技转换工作

思路———随后 3个月里，办出了之前
3年都没申请到的电信增值业务许

可证。

杨浦区还从人才公寓、人才关
怀等许多方面给了企业“干货”。即

使是一年一度为期三天的高管体
检，也能成为企业和政府之间、企

业和企业之间的交流平台，往往一
次体检下来，就接到了几张订单，

让经营要素真正流动成为了“一潭
活水”。 本报记者 孙云

    以前只听说三甲医院专家到社

区看门诊带教，而社区医生跑到大
医院坐诊却是新鲜事。如今，浦东新

区金杨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莫丹
丹，每周看完社区的门诊外，周五下

午还要到上海儿童医学中心看“呼

吸哮喘专科门诊”。这一新尝试，源
于上海儿童医学中心牵头的东部儿

科医联体建设。
几年来，金杨社区的儿科水平

日益提升，病人留在了社区；而莫丹
丹等社区医生，也在儿科医联体建

设中掌握了更多本领绝活。

为基层培养儿科人才
儿童哮喘，作为儿童时期最常

见的慢性疾病，几乎占据儿科门诊

的半壁河山。仅上海地区就有约 30

万名患儿，浦东地区超过 4万。以往，

儿童专科医院门诊大都超负荷运转。

2016年 2月，上海儿童医学中心携

手浦东、奉贤两区，成立东部儿科医
联体，至今覆盖 85家基层单位，年门

急诊总量超过 300万人次。
基层儿科人才紧缺，是制约儿

科发展的最大挑战之一。儿科中心
牵头负责编写教材，花大力气培养

基层的医护人员，在教学过程中，将
重点放在儿童常见的呼吸、消化以

及儿保类疾病上。东部儿联体分三

批共招收医护学员近 80名，不仅产
生优秀学员 7名，均已在儿中心开

设了专病门诊，涵盖呼吸、消化、儿
保、内分泌等学科领域。更可喜的

是，先后 36个儿科适宜技术首次植
入社区，42项临床培育在基层协作

开展。

社区医生赢得家长信任
莫丹丹是“儿联体基层医护人

员高级研修班”学员，她的导师是儿

中心呼吸科主任殷勇。在上海这轮
儿科建设的“政策春风”下，她目睹

了社区儿科能力提升的可喜变化，
也在儿中心这个更大的舞台上收获

了很多。
家长朱女士，就是莫丹丹的粉

丝。她的第二个孩子出生 8个月在

儿中心被诊断为哮喘，后并入金杨
社区组，莫丹丹是签约医生。“那时，

我被孩子反复的病情折腾了半年，
已经有气无力，只想找个安全的方

法把他养大。”朱女士说。得益于儿
科医联体的工作模式，她带着孩子

在社区就能看到专家门诊，日常随
访也在社区，时间、费用成本大大降

低。此外，她还通过微信群，和医生
建立了联系，医生对孩子的疾病非

常了解，孩子对医生也很熟悉，并愿
意配合治疗。“现在不会像当初那么

无助了，孩子 3岁半了，病情也控制

得不错。”朱女士说。

医联体模式辐射全国
随着一系列举措的深入实施，

卓有成效的“上海东部儿童常见疾

病分级管理模式”已经形成。据介
绍，目前哮喘+分级诊疗项目已形

成 1（上海儿童医学中心）+12 （浦
东/奉贤综合医院儿科）+23（浦东/

奉贤社区医院）的格局，覆盖了浦

东、奉贤地区 92%的综合医院儿科
和 33%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形成

儿童哮喘分级诊疗网格化协作体
系，仅 2019年即完成雾化治疗近

20万人次，肺功能随访 4000余人
次，新增管理的哮喘患儿 2000余

名，一年内总体控制率达 70%。
上海儿童医学中心副院长、儿

科医联体负责人赵列宾说，上海东

部地区儿科医疗服务能力不断提

升，基层儿科门诊量较前上升
15%，住院量上升 26%，儿中心普

内科则不断走低。“一上一下”，显
示出儿联体已成功把大部分常见

病患儿留在了社区，分级诊疗成效
不断得到巩固。这样的服务模式不

仅推广到全市，还已辐射到全国多

个城市。
儿科分级诊疗，就是要让社区

“接得住”、百姓“愿意去”、本地“管
得了”。记者从上海市卫健委获悉，

上海不断深化儿科医联体建设，推
进“东南西北中”五大区域儿科医联

体有效运行，医联体牵头医院签约
医疗机构 304家，促进儿科优质资

源纵向延伸。目前，125家社区卫生
服务中心能够提供儿童常见病、多

发病诊疗服务。
本报记者 左妍 实习生 顾悦宁

杨浦“金牌店小二”昨天干了两件大事

“杨浦第一高”动工 重点企业受表彰

    本报讯（记者 宋宁华）历经 5

年自主研发，国内首个临床级无人
值守全自动5G细胞库，昨天在浦东

张江正式启用，预计总投资 1亿元，
标志着我国细胞存储行业进入智能

化、标准化、产业化发展的新时代。

细胞资源，是人类健康的战略
资源。如何实现大规模、商业化、长

期高质量的细胞存储，突破传统生

物样本库在样本常温暴露、反复冻
融、结霜生冻、信息难以追溯、人工误

操作等方面的瓶颈，满足临床使用的
高标准？据原能细胞有关负责人介

绍，此次打造的无人值守全自动 5G

细胞库正在打破这些行业桎梏。

该细胞库融入了最新的 5G、

人工智能、智能制造、人机自然交
互与协作、多元环境感知等前沿技

术，采用原能细胞自主研发的全自
动细胞存储装备及配套智能化产

品。库内由 AGV机器人智能接收
指令，自动转运细胞样本出入库，

全程无人工干预，保障了细胞样本
的质量与安全，提高了存储的效率

和精准性，是未来我国自动化细胞
库发展方向的有力指引。

社区医生凭啥在三甲医院坐诊？
儿中心牵头成立东部儿科医联体，把“绝活”教给基层儿科医生

无人值守全自动
5G细胞库启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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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猗园“元宵夜游”试灯

优化营商环境

进行时

雨夜的鼠年生肖灯组璀璨亮丽 本报记者 周馨 摄

国内首个临床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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