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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淮海中路和汾阳路路口，一

幢外形酷似城堡的建筑吸引着市

民的目光。有人驻足打量，有人拍

照留念，还有人专程赶来询问这里

会不会对外开放，想要一睹真容。

“十分上海”摄制组随上海市

历史建筑保护事务中心一起走进

这幢老房子，用镜头记录了淮海中

路1131号等优秀历史建筑的修缮

更新过程。

让我们回首往事，听一听这幢

被誉为“音乐城堡”的老房子背后

有什么故事？让我们眼见为实，

看一看对于优秀历史建筑的保护

修缮需要经历哪些过程？焕然一

新后，它又将以怎样的面貌和世

人重见？

那么，市民何时能与“音乐城

堡”亲密接触？其实，早在2022年

国庆期间，自汾阳路以西，沿淮海

中路数百米长的校园围墙已经全

面拆除，上海音乐学院淮海路校区

部分校园空间已对外开放。据了

解，11月底上音将迎来校庆活动，

“音乐城堡”会作为音乐大师空间

与上音会客厅启用，预计12月逐

步对市民预约开放。打开围墙后，

大家可以到此休憩打卡，说不定还

能在“音乐城堡”偶遇大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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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金旻矣）公厕不仅体现一

座城市的管理水平，更是市民游客感受城市

温度的重要窗口。昨天，由市绿化市容局、市

文旅局、市精神文明建设委员会办公室共同

主办的2023年寻找上海“最美厕所”征集活

动揭晓，共有30座厕所获评上海“最美厕

所”，10座获评上海“特色厕所”。

本次活动从人文关怀、绿色环保、外观设

计、文明推广、功能创新等五个维度出发，采

用社会推荐与行业申报的方式，结合市民投

票与专家评审，产生最终结果。活动自10月

份启动以来，共收到市民推荐、行业选送的

120余家厕所，涵盖各种建筑风格和类型，既

有传统的园林式公厕，也有现代的科技型公

厕，无论是外观设计，还是设施功能，抑或是

细节体验，处处彰显城市品位和人文关怀。

在昨天的评审会上，评审团结合50座候

选厕所的网络投票数、实地寻访分值、线下参

评汇报表现，分别推选出30座“最美厕所”和

10座“特色厕所”。据悉，今年评选出的“最美

厕所”，行业覆盖面拓宽，不单是环卫和旅游

厕所，也增加了医院、轨道交通、加油站的公

共厕所。“最美厕所”更注重人文关怀和功能

提升，适老化适幼化设施配置也更为完善，为

行动不便的老人、孕妇和婴童提供必要的辅

助设施和服务。

同时，环卫部门探索设置“可变式厕位”

“巡回+深度”、自动化一体等保洁新模式，通

过智能化管理，提升公厕安全性、实现动态

补给厕所用品、合理安排保洁服务。“最美厕

所”在越来越美的同时，围绕上海城市特点，

也正不断提升“一江一河”城市公共空间配

套服务。

本报讯（记者 左妍）昨天，上

海发布医疗机构、医务人员健康科

普影响力指数排行榜。

在市健康促进委员会办公室、

市卫生健康委的组织下，上海市健

康促进中心会同复旦大学公共卫生

学院专家团队共同完成2023年本

市医疗机构及医务人员健康科普影

响力评价工作。据介绍，全市共有

173家医疗机构（包括167家公立医

院、6家社会办医机构）、248家社区

卫生服务中心参与本次健康科普影

响力评价，各级医疗卫生机构推荐

472名医务人员参与本次评价。与

上年度相比，各类填报主体增加

21.8%。全市各级医疗机构和社区

卫生服务中心共填报2400个新媒

体账号，与上年度相比，各类账号数

量增加60.9%。

2022年，本市医疗机构和医务

人员在新媒体平台共发布115903

条健康科普信息，比上年度增长

45.9%；在主流媒体、专业媒体平台

共发布5507条健康科普信息，与上

年度相比增长29.1%。

从本市医务人员新媒体平台数

据来看：百万级粉丝的新媒体账号

15个，粉丝“50万+”的账号42个，

形成上海医务人员健康科普的

“第一方阵”。其中微博账号的最

高粉丝数超过410万（复旦大学附

属华山医院张文宏），抖音账号

的最高粉丝数超过340万（复旦

大学附属妇产科医院邹世恩），

今日头条的最高粉丝数超过120

万（上海市肺科医院胡洋）。这些

健康科普的引领力量，带动上海医

务工作者发挥了健康科普“主力

军”作用。

上海市健康科普影响力指数排行榜发布

医者善用新媒体扩大科普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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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河樱花谷公

厕内景

本报记者 刘歆 摄

▲

静安延安

中路绿地广

场公园（静安

段）公厕将园

林设计理念

贯穿其中

▲苏州河樱花谷公

厕引入“都市、樱花”

元素的设计理念

据媒体报道，“渠道服”正在成

为未成年人逃避防沉迷措施的游

戏天堂。所谓“渠道服”，即游戏厂

商与手机厂商或平台合作运营推

广的定制版本。“渠道服”登录的并

非游戏厂商的官方服务器，而是通

过手机或平台账号登录的渠道服

务器，用户可以通过渠道实名账

号，一键授权进入游戏。

由于大多数消费者在购买手

机后都会实名注册手机账号，这意

味着，未成年人可利用家长的成年

信息一键登录“渠道服”游戏，不需

要再进行身份验证。

“渠道服”游戏的自动授权、一

键登录，看似方便了用户，但可能

使未成年人得以绕过实名认证，超

时游戏、大额充值，还会造成退费

“踢皮球”。家长想要退款，可能被

游戏厂商推给相关渠道方，而渠道

方也可能以手机账号“自动授权”

为由拒绝退款。虽说家长有责任

了解和监督孩子的手机使用情况，

但“渠道服”本身不应成为防沉迷

系统的漏洞，游戏厂商和手机厂商

等渠道方应负起各自的责任。

“防沉迷”不能被“渠道服”绕

过。今年，一份针对  款手游的

测评报告显示，其中  款手游在

“渠道服”上表现不佳，缺乏游戏内

单独的实名认证流程。另一方面，

虽然一些手机厂商设定了青少年

模式，实际操作起来却十分复杂。

可以说，“渠道服”游戏在收益上由

游戏厂商和手机厂商等渠道方分

成，但在防沉迷责任的分担上却可

能面临“两头失守”的状况。游戏

厂商和手机厂商等渠道方应共同

完善实名认证等措施，比如关闭

“一键登录”功能或增加身份验证

环节，同时加强充值管理、优化退

款处理机制，堵上“渠道服”在防沉

迷方面的漏洞。

防止未成年人沉迷网络游戏

是社会各方的共同责任，相关企业

在进行游戏推广时应更多从这一

点出发，尽量减少防沉迷系统被绕

过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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