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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闻

近日，申城一位八旬老翁

在民营口腔医院一次性被拔

掉9颗牙后紧急送医抢救的
新闻，让人瞠目结舌。而这家

医院原本的治疗方案，竟是要

拔除这位耄耋老人总共10颗
牙齿。

如此荒谬的行径不禁让

人发问：对于高龄老人而言，

如此大规模的拔牙，真的合理

吗？医院方面轻描淡写地回

应：“无碍”，且与患者已签署知

情同意书。但这份同意书背

后，是否隐藏着信息不对称的

误导与无奈？

无独有偶，浙江永康此前

也发生过类似案例。据当地媒

体报道，一位老人去年一次性

被拔除23颗牙齿，并种植了12
颗。术后老人疼痛持续不退，

13天后因心脏骤停去世。拔
的牙越多，病人疼痛反应越大，

术后感染的概率也随之增加。

这些口腔医院为何热衷于拔牙

呢？这背后，或许是高额利润

的诱惑。

随着种植牙单价的下降，

部分机构为了弥补利润缺口，

通过增加手术数量来谋取利

益。这种过度拔牙和种牙的现

象，不仅违背了医疗伦理，更极

大增加了患者的风险。老年人

本就体弱多病，如此折腾无疑

雪上加霜。一旦让金钱“蒙蔽”

双眼，拔牙种牙就变成了冰冷

的“交易”。

为了吸引患者，这些机构

可谓煞费苦心，采用“快销式”

拉客。走在街头巷尾，“上午种

牙下午吃肉”等宣传语随处可

见，仿佛拔牙种牙成了一件轻

而易举的小事。更有甚者，利

用“AI外呼电推”进行无差别
推广，电话铃声此起彼伏，让人

不胜其烦。一些广告更是对相

关医疗服务作出了含有功效、

安全性的断言，甚至与其他医

疗器械进行功效和安全性的比

较，这些都明显违反了《广告

法》的相关规定。

为何“快销式”医疗屡禁不止？根源在于

利益驱动下的虚假宣传和低价诱饵。老年人

牙病多发，防骗意识相对较弱，几句动听的宣

传语和看似优惠的价格，就让他们轻易“张开

嘴巴”，掉入陷阱。

上海拥有众多著名的牙病专科医院，各

区还有牙防所，医疗资源相对丰富。老年人

为何还会选择那些可能存在风险的民营口腔

医院呢？这既与部分民营医院的虚假宣传有

关，也与老年人对医疗信息的获取渠道有限、

辨别能力不强有关。一些老年人对公立医院

牙科存在畏惧或误解，认为公立医院人多、排

队久、服务差，而民营医院则环境优雅、服务

周到。因此，除了提醒老年患者擦亮眼睛、选

择正规医疗机构、提升自己的辨别风险能力

之外，我们还需做得更多。

市场监管、卫生健康等部门应联合执法，

加大打击力度，严惩违法违规行为。对于那

些在超市、菜场、社区推广的机构，要对其资

质以及广告内容进行严格审核，确保信息的

真实性和合法性。同时，还应加强对民营牙

科医院的监管，防止其利用“快销式”医疗模

式坑害老年患者。

此外，我们还应加强对老年人的健康教

育，提高他们的医疗知识水平和防骗意识。社

区可以邀请权威医疗机构通过举办讲座、发放

宣传资料等方式，让老年人了解正确的医疗知

识和就医途径，避免他们陷入医疗陷阱。

莫让拔牙种牙成“坑老”新把戏。全社会

应共同努力，为老年人营造一个安全、可靠的

医疗环境，让他们安享晚年、健康长寿。

今年3月15日是第43个国际消费者权益
日。3月14日，新民晚报社将携手上海市市
场监管局、12345市民服务热线连续第六年
发起“市场监管局长接热线”行动。同时，从3
月13日至3月15日，“新民帮侬忙”将连续三
天推出“3?15消费民生直播”，共筑满意消费。

去年受理460万余件诉求
3月14日上午9时30分，“市场监管局

长接热线”行动将连续第6年开启，市市场
监管局二级巡视员陶爱莲将在12345市民
服务热线，现场接听市民来电，受理消费诉
求。黄浦区、静安区、虹口区市场监管部门

负责人也会轮流接棒，倾听民声、回应关切。
数据统计显示，去年3月15日至今年3

月10日，12345市民服务热线共受理消费类
市民诉求460.1万件。其中，按照投诉量排
名靠前的分别为网上购物（75%）、售后服务
（9%）、审验登记（6%）、各类服务卡券（2%）
以及商品质量（1%）。
同时，“新民帮侬忙”已开启“3?15消费维

权线索征集通道”，面向广大消费者征集消费
诉求线索。无论您在线上线下消费中遇到商
品质量问题、售后服务缺陷，还是遭遇消费陷
阱、坑客套路，抑或是发现了消费市场的不良
现象和消费风险，欢迎向我们提供线索。对
于消费者遇到的各类“急难愁盼”，“新民帮侬
忙”全媒体记者也将在全速出击、全程关注、
全网直播中，倾听民声、回应关切，助力打通
消费领域的堵点、难点和痛点。

持续关注市民“急难愁盼”
去年“3?15”期间，“新民帮侬忙”发布了

系列报道。其中，包括暗访南京西路商圈，
发现80%餐饮店扫码点单需强制授权手机
号，部分商家以“会员半价”诱导信息收集，
且隐私协议默认勾选等现象，经相关监管部
门整治进行了全面整改；曝光了“上海闪电
快修”不明码标价乱收费、绕开平台支付等
乱象，经报道后平台退还给消费者相关费
用；报道了71岁老伯在眼科医院接受白内
障手术后视网膜脱落、导致失明的案例，最
终医院承认协调救治不力，与家属达成和解
并致歉；还有新能源汽车知名品牌故障频
发、知名外卖平台“沉睡账号”月月扣费等一
系列问题，引发社会强烈反响。
今年“3?15”期间，“新民帮侬忙”除了持

续关注房产、汽车、网购、装修等领域的“急
难愁盼”外，还将寻找“深喉”揭露行业“黑灰
产”等新型消费陷阱。
操心事、烦心事、揪心事，消费急难愁，

阿拉帮侬忙！
本报记者 李晓明 陆常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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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市民服务热线：12345

■ 新民晚报新闻热线：962555

■ 微信公众号：新民帮侬忙

■ 今日头条号：新民帮侬忙

■ 移动客户端：上观App“帮侬忙”频道

■ 9:30—10:30 黄浦区市场监管局副局长 娄 卫

■ 11:00—12:00 市市场监管局二级巡视员 陶爱莲

■ 13:30—14:30 静安区市场监管局副局长 王 政

■ 14:30—15:30 虹口区市场监管局副局长 吴海军

3月14日
“市场监管局长

接热线”时间表

线索征集通道

市场监管局长接热线

消费急难愁 阿拉帮侬忙
“民生直播”明起推出，“局长接电”周五开启，共筑满意消费

本报讯（记者 杨玉红）上海市物业管
理事务中心于近日正式发布2024年度商品
住宅维修资金年度报告，方便业主全面查询
本小区业主大会账户资金动态，齐心协力守
护好小区房屋的“养老钱”，为住宅的长期维
护筑牢资金根基。
记者打开“上海物业”微信小程序或者支

付宝小程序，简单几步绑定房屋信息后，便在
“我的小区”页面中的“维修资金”板块，便捷
查询到相关信息。这份年度报告堪称信息宝

库，全面汇总了小区维修资金、公共收益的收
支明细，以及业委会工作经费支出等业主们
最为关心的核心问题。同时，报告还“贴心”
公示小区资金的存款结构以及增值利息，并
且以直观清晰的图表形式，将资金收支情况
生动展现，真正做到让业主对资金的“收与
用”一目了然。业主只要关注“上海物业”微
信公众号，便可及时接收分户维修资金余额
变动的通知，时刻掌握资金动态。
依据《上海市住宅物业管理规定》要求，

当维修资金余额低于首期筹集金额30%时
便需启动续筹工作。去年相关部门积极探
索创新，针对业主大会自管阶段的商品住宅
小区，开展维修资金使用年度计划试点工
作，旨在进一步优化维修资金的管理与使
用。此外，业主在“我的小区”中“小区档案”
板块，能获取小区物业企业的联系方式、办
公地址，相关失信信息等情况。倘若小区正
在进行公开招投标选聘物业服务企业，业主
可实时跟进招投标进程。

去年沪商品住宅维修资金年度报告上线

住宅“养老钱”的收与用一目了然

昨天，静安区苏河湾功能区2025合作发
展大会召开，发布《苏河湾2025活力指数报
告》。记者获悉，苏河湾功能区楼宇经济实现
量质双升，“垂直增长极”渐已成型——截至
去年底，苏河湾区域甲级写字楼供应量达112
万平方米，商务楼入驻率为72%，租金稳居全
市第二梯队，产生税收亿元楼20幢，亿元楼
税收贡献相较2023年增长16%。
这几天，兴业银行旗下三大板块约6500

名员工陆续进驻金融街融悦中心。不久前，
该中心以6万平方米高端商场配套、硬件设
施优化、优质物业服务，与兴业银行完成7.5
万平方米写字楼租赁签约，刷新近年静安区
乃至全市甲级写字楼最大面积成交纪录。
苏河湾功能区相关负责人透露，兴业银行
将与楼宇方打造“金融+商务+生活”生态
圈，联合构建金融产业活力社区。这是静
安苏河湾功能区推动楼宇经济2.0模式发
展的缩影——总部集群与产业梯度共生，创
造协作红利的生态协同，打造“上下楼即互
为上下游，相邻楼亦可相配套”的产业协同

效应。“如果说楼宇经济1.0模式核心是个体
楼宇的发展，2.0模式更强调楼宇从个体走
向片区共赢，经济韧性进一步增长。”仲量联
行华东区战略顾问部负责人及中国区城市
更新业务负责人吕玫分析。
在苏河湾功能区，楼宇经济撬动片区发

展活力的例子不胜枚举。昨天，第三家“苏河
湾企业家会客厅”在汇能大悦中心挂牌。这
栋48层高的写字楼毗邻“超级IP首发地”大
悦城。电影《哪吒2》引爆IP衍生品消费，行
业头部企业卡游集团与《哪吒2》深度合作出
品的周边产品“一卡难求”。而在去年，卡
游集团上海总部千余名研发、运营人员入
驻大悦中心，开展研发与业务扩展。“卡游集
团落地，既源于大悦城的二次元产业基因，也
正在与周边商圈业态深入互动，创造新的二
次元‘核爆点’。”静安区功能办主任程凯说。

2024年，苏河湾功能区锚定高端服务经
济主赛道，构建“金融+科技+专业服务+文创”
四位一体产业生态。截至2024年底，累计集
聚企业11720家，新增市场主体1160家。在

吕玫看来，功能区能够吸引高成长型企业纷
至沓来，离不开良好的区域运营与对企业诉
求的精准把脉。以搭建的苏河湾楼宇动态感
知（服务）平台为例，该平台通过集合产业招
商、安商稳商、营商环境优化展示等多种功能，
以AI算法／GIS地图等数字化技术，集成多维
度大数据，实现对区域重点商务楼宇动态监测
管理。“我们能够及时了解楼宇内某家企业的
投融资、招聘等需求，再由服务管家主动链
接。”苏河湾功能区相关负责人介绍。
近年来，功能区搭建“苏河湾企业家联

盟”“苏河湾楼宇联盟”等产业发展平台，以
“苏河湾企业家会客厅”作为交流阵地，开展
与全球对话，吸引众多外资企业和国际资源
“走进苏河湾”。2024年，“奔流”首季巴黎场
在法国举办，苏河湾首次亮相世界。相关负
责人透露，今年3月，伦敦市副市长霍华德·
道伯携科技企业代表到访上海，其间将受邀
“走进苏河湾”，与静安企业代表共同畅想沪
伦双城在金融发展、水岸更新、创意产业等
领域的对话可能。 本报记者 陈佳琳

静安苏河湾功能区楼宇经济“垂直增长极”成型

甲级写字楼供应量达112万平方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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