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今天是世界精神卫生日，全球约10亿人正在遭受精神问题困
扰。在精神疾病日益高发的当下，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借助画廊、
月饼、咖啡、表情包、特展等文创及周边产品，让“600号”完成了从网
友口口相传的“祖传梗”，到正向出圈的情感价值出口这一华丽转
型。医院做对了什么？在该院党委书记谢斌看来，每一个爆款产
品，不仅是医院文化的具象化载体，更传递着其内在的价值：呼吁人
们关注精神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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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论语

中午时分，初秋的上海南汇东滩海

边，随着潮位逐渐上升，聚集在滩涂上的

鸟群渐渐密集起来。一群脖子上好似戴

着“白围巾”的环颈鸻齐刷刷站着，安静地

享受着秋日暖阳。岸边，十余名观鸟爱好

者举着望远镜和相机，鸟友们用来标记方

位的，则是矿泉水瓶。

“看，那只不一样！”“就是身上有碎斑

纹的那只！”鸟友们似乎有了发现。然而，

小鸟把脑袋埋在羽毛里，似乎酣睡正香。

这时，一只灰尾漂鹬发现了美食——一只

螃蟹，迈开腿，惊扰了鸟群。“碎斑纹”小鸟

转过身来，一阵快门疾速落下，“啊，嘴露出

来了！是它，小勺子！”（见图，孙士峰 摄）
被大家亲昵地称为“小勺子”的，正是

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地球上最濒

危和最稀有的鸟类之一——勺嘴鹬。因

为嘴巴的特殊形状，它被人们称为“自带

饭勺的小鸟”。勺嘴鹬对繁殖地的要求苛

刻，仅在俄罗斯西伯利亚东北部楚科奇半

岛的冻土层上繁殖；它经历着长途迁徙

的风险，每年要跨越大半个地球，沿着东

亚—澳大利西亚迁飞路线完成迁徙，来到

东南亚地区越冬；它更受着栖息地减少的

威胁，在 2007

年的一次由国

际鸟盟进行的

统计中，勺嘴鹬

的数目约少于

100对。因此，

世界自然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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录将其保护现状由“濒危”提升到“极危”，

种群生存面临严峻挑战。

上海自然博物馆副研究员何鑫介绍，

由于每年春迁和秋迁时都会经过中国，勺

嘴鹬在包括江苏盐城条子泥湿地在内的

中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已形成了稳定

的种群，南下或北上时经过上海，并非偶

然现象。但小小的它是否能够被记录到，

则需要花费一些功夫和运气。资深观鸟

人严浩告诉记者，从2020年开始，几乎每

年都有鸟友在上海发现“小勺子”，有时是

奉贤，有时是崇明，但它经常“快闪”，让闻

讯赶去的后来者很难捕捉踪影。从国庆

假期开始，这只从斑纹判断尚处幼年的

“小勺子”成了这个秋天大自然送给上海

的礼物，在南汇待了超过一周，给了爱鸟

人不小的惊喜。严浩和不少同好终于第

一次在上海看见了“小勺子”。

“勺嘴鹬、环颈鸻等小型鸻鹬类以沙

蚕、贝类等中小型底栖动物为食物来源，潮

间带滩涂地是它们觅食的唯一空间。滩涂

面积无论大小，对它们而言，都非常重要。”

何鑫打了个形象的比方，在勺嘴鹬迁徙过

程中，固然会经过黄（渤）海候鸟栖息地、崇

明东滩等大型“充电站”，但是，如果一路上

有更多的小型“充电桩”，它们便能更方便

地歇歇脚，补充能量，继续“远征”。在城市

发展的同时，为小鸟留住更多的滩涂，将有

利于濒危鸟类种群的保护。

本报记者 陆梓华

“宛平南路   号”何以出圈？
今天是世界精神卫生日，成年人需要实体化“情绪出口”

本报讯（记者 孙云）昨天，来自全市各

行各业的18对优秀青年来到杨浦公园里的杨

浦区婚姻（收养）登记中心新址，在现场百余名

来宾的见证下举办集体婚礼。

89年前，近代中国的第一次集体婚礼就

是在位于杨浦的旧上海特别市政府大楼（现

为上海体育大学办公楼“绿瓦楼”）举办。昨天

能在绿树环绕的风景中举办集体婚礼，让自

己也成为风景的一部分，新人陶先生表示：“我

是一名驻地杨浦的空军指战员，三年来，杨浦

见证了我和妻子的爱情开花结果，我们决定

在杨浦登记结婚，将人生大喜事定在杨浦。

感谢杨浦为我们举办神圣浪漫的集体婚礼，

杨浦婚登的‘新家’大气漂亮，是领‘红本本’的

最佳选择！”现场还有10对钻石婚、金婚、宝石

婚和银婚夫妇也获颁了纪念证书和纪念品。

刚刚乔迁长阳路1111号新址的杨浦婚登

中心整体建筑为全落地玻璃幕墙结构，门头

选用中国传统红色系，组成半圆形鸾凤和鸣

门。幕墙外侧贴有象征着“喜事临门”“比翼双

飞”的喜鹊与彩带，连接新人的美好姻缘。

中心内部打造了两个不同风格的颁证

厅。“百年好合”颁证厅4大主题、16个场景满

足新人个性化拍摄需求。“花开并蒂”则适合

着传统服饰的新人拍照留念。新址还通过倡

导面对面的“陪伴式”服务，实现婚姻登记服

务模式从“程序式”向“会客式”的转变。

“极危”鸟种
勺嘴鹬来啦

  对新人办集体婚礼
设在公园里的杨浦区婚姻（收养）登记中心新址启用

明天是重阳节，也是全国

第  个“老年节”、上海市第  

个“敬老日”。这两天，各区都

举行了一系列活动，展示了各

种智慧助老服务。

当前，虽然物联网、大数

据、人工智能等在智慧助老服

务中有一定的应用，但技术的

成熟度和稳定性还有待提高，

很多智慧助老产品和服务在设

计时未能充分考虑老年人的实

际需求和操作能力，导致产品

适配性差，使用门槛高。近日，

申程出行平台“一键叫车”项目

运营方，对部分智慧屏点位存

在使用率偏低、定位显示不够

完善等问题采取措施，提升服

务水平，但在提升老年人打车

体验上仍有优化空间，还需进

一步精准匹配老人需求。

精准匹配老人需求，首先

要进一步加强用户信息融合，

将老年人的个人信息、偏好、习

惯等多源数据进行整合分析，

形成全面、准确的用户画像。

日前，虹口区的欧阳路街道、曲

阳路街道、北外滩街道、凉城新

村街道、江湾镇街道等成为首

批挂牌的社区“智慧健康养老体验中心”单

位，为企业提供智慧健康养老产品在社区

巡展的空间，也为社区老年人提供家门口、

一站式的智慧健康养老体验服务，让企业

开发出更好匹配老人的产品。

了解老人的需求，也要提供快速、准

确、易用的客户服务咨询渠道，以便他们在

遇到问题时及时获得帮助。普陀区推出的

“一键通”应急呼叫项目，提供全年  小时

不间断服务，确保重大节假日或突发情况

的应急保障。今年 月至今，已服务超过

 .5万户老年家庭，提供一键救援服务、一

键打车服务、一键挂号服务、一键咨询服

务、生活照料类等服务。

智慧助老服务旨在帮助老年人共享数

字时代红利，这不仅需要硬件上的支撑，更

需要“软件”上的完善，为老人提供更加便

捷、高效、贴心的生活支持。

方
翔

月饼和画廊：出圈的开端
今年10月1日，600号画廊又上新了。这

次的“艺术家”是强迫症患者。这个名为“允

许不完美”的科普艺术展，展品面向社会征集

而来，揭示了强迫症患者内心的冲突及复杂

性。院方希望参观者通过看展能正确理解强

迫症患者，同时也能收获科普知识、体验情感

共鸣、提升健康素养。

600号画廊最早于2021年正式面向公众

开放，被誉为直通人心的“美丽走廊”。形态

各异的画作都来自“病人艺术家”，剥开精神

疾病被污名化的外壳，公众得以走进患者的

精神世界。策展人、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医

生陈智民表示，希望600号画廊能够成为公众

了解精神疾病和精神障碍患者的窗口，减少

社会对他们的刻板印象。

同一年，“600号”的另一款产品火了——

月饼。火的理由很简单——人们对精神卫生

领域的强烈好奇心，再加上内部产品的稀缺

性，造就了“600号”月饼的火爆。后来，这家

公立医疗机构的思路和创意还激发了不少品

牌的合作意愿，陆续推出了咖啡、T恤、口罩、

表情包、子母包、巧克力等“爆款”产品。每一

款都精致又有趣，比如和徐汇艺术馆推出的

“600号艺术药丸T恤”，上面写着“问题不

大”；与上海交响乐团合作的“600号咖啡”，十

款口味对应职场人的十个心理困惑，扫码后，

品尝咖啡的同时，可听到医生解读，配以交响

乐曲，发挥音乐疗愈功能。

跨界合作，打造“情绪出口”
除了实体产品，“600号”还非常关注精神

相关疾病患者的内心世界，通过科普传播呼

吁、鼓励大众更好地理解、接纳患者。2022

年，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在B站设立官方账

号，通过科普微电影等形式，从不同的专业角

度为用户科普心理健康知识。

作为“600号”文创产品的主创人员之一，

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精神科乔颖主任医师表

示，当代社会，焦虑、抑郁、行为成瘾等不再是

边缘患者群体专属，成年人需要实体化“情绪

出口”，尤其是年轻人。作为“爱和疗愈”的代

名词，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具有先天优势，产

品承载着社会对精神疾病患者的关注，因此

得到网友喜爱。

乔颖介绍，随着社会对于精神卫生认知

度的提升，大家慢慢地对“600号”包容度更高

了，院方大胆尝试更多跨界合作，持续将积极

向上的能量传递给社会大众，也希望“600号”

可以更多地提供关怀和帮助。

营造心理健康良好生态
如何消除社会及公众对精神疾病的歧视

与病耻感，一直是精神卫生工作者面临的巨

大挑战，更是精神专科医院高质量发展必须

迈过的一道坎。谢斌告诉记者，医院将上海

城市的性格与医院文化和专科疾病特点结

合，跨界打造“600号”文化符号，不仅体现社

会包容度，也是社会与城市发展进步的结果。

“600号”的出圈也悄悄带来“三大促进”：

一是促进民众心理健康素养的提升；二是促

进服务质量和覆盖面提升；三是促进健康文

化与城市文化的深度融合。谢斌说：“上海市

精神卫生中心将发挥公立医院公益属性，关

注大众心理健康，营造心理健康良好生态。”

上海每三年一次的市民知晓率调查结果

显示，市民对精神卫生知识的知晓度不断上

升。今天是世界精神卫生日，谢斌也表示，希

望每个人都能做情绪的主人，关注自己的情

绪，如有必要，应及时就医寻求帮助。

本报记者 左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