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1 月 22 日，室外寒气逼

人，上海市静安区市北医院眼科却暖

意浓浓，验光师们正在为 40 名急需

矫正视力的共康中学藏族学生做医

学验光检查。

“今天配镜的这 40 名西藏族学

生，是我们经过一年多的跟踪随访、

健康筛查，发现这些同学近视进展比

较快，大部分屈光超过 600 度或眼轴

超过 26毫米，亟需干预。”

市北医院眼科主任陈吉利介绍，

市北医院眼科拥有各类先进的检查

治疗设备，对各种眼病的诊断和治疗

具有较高水平，特别是今年引进上海

首台具备世界领先技术的图湃全域

扫频光学相干断层扫描仪，为学生们

检查了视网膜、脉络膜厚度和血流等

各项指标。活动中，上海复星健康科

技（集团）有限公司为每名藏族同学

送上一副合适的框架眼镜。

陈吉利介绍，作为中国关心下一

代工作委员会授牌的“上海市静安区

青少年近视防控人工智能特色基

地”，从 2019 年开始，市北医院眼科

与静安区彭浦市场监督管理所、共康

中学三方结成共建，一起来关心藏族

学生的身心健康。

截至目前，市北医院眼科积极响

应上海市教委、上海市卫健委等 8 部

门《综合防控儿童青少年近视实施方

案》的要求，连续 3 年给新入学的近

200名藏族班学生，通过高科技技术

手段进行眼底筛查、近视防控、屈光和

眼底等方面的全面体检，为藏族同学

送上一份新年的“健康礼物”。

市北医院院长陈俊峰表示：“我院

眼科发挥学科优势强项，运用高科技

为藏族学生眼睛保驾护航，也是我们

为群众办实事的一个延伸。目的就是

让藏族孩子在上海学习期间有一双好

眼睛，让他们成为健康的沪藏建设人

才。” 通讯员 喻文龙

上海市级医院健促委建设 100%全覆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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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运已启动，
留沪离沪返沪三类人员要注意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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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春运 1 月 17 日启动，今

年春运上海对外客流预计到发总量

2397 万人次，规模仍较总体偏低。近

期国内多地报告本土疫情，上海“外

防输入、内防反弹”形势严峻复杂。上

海市健康促进中心呼吁市民：鼓励留

沪过节，尽量减少人员流动。针对留

沪、离沪、返沪这三类人员，不同场景

下需要留意哪些防护措施？

留沪人员 假期不聚集
非必要不离沪仍是大原则，能留

在上海的尽可能留在上海。将逢新春

佳节，留沪人员尽可能减少聚集性活

动，少去人多拥挤之处。如需要前往

公共场所，还应遵循“限量、预约、错

峰”的原则，少聚集、不扎堆，保持社

交距离。

疫情防控两年有余，不少市民对

“三件套、五还要”熟稔于心。牢记三件

套：科学佩戴口罩、保持社交距离、注意

个人卫生。防疫五还要：口罩还要戴、社

交距离还要留、咳嗽喷嚏还要遮、双手

还要经常洗、窗户还要尽量开。

除了“三件套、五还要”之外，加

强免疫及时注射第三针也是最新的

防疫课。研究显示，加强针对变异株

同样具有效力，积极建立免疫屏障，

未接种第三针的市民，恰好可以利用

春节假期，尽快完成加强免疫，保护

自己保护他人。

离沪人员 途中勿忘防护
如果一定要离开上海，离沪人员

该如何做？首先要了解目的地风险等

级，中高风险地区建议不要去；如果是

低风险地区，也应充分了解当地疫情

防控措施，做好充足准备再出发。

其次，选择交通工具上，有条件地

建议私家车出行，避免人群拥挤。自

驾出行应配合好疫情防控检查，例如

高速公路服务区等停靠时，扫码登记

测体温等。

如果长距离必须要乘火车、飞机、

长途大巴等，一系列防护措施必不可

少。专家强调，出行前建议准备好一

整套“防护包”，例如洗手消毒液、湿

纸巾、一次性手套等，没有条件的情

况下，还应多用消毒液清洗。

需要提醒的是，消毒喷雾、液体酒

精、84消毒液等易燃易爆、有毒、腐蚀

性或其它危险成分的消毒药剂，根据

相关指南不得携带进入车厢。目前，火

车站和长途大巴上，大多配备有安全、

合格的消毒用品，如离沪人员临时需

要，也可以向工作人员求助。

旅途中建议在车厢内减少饮食，

始终戴口罩，保持手部清洁。如要用

餐，尽量吃熟食，不吃不洁食物，同时

密切关注个人健康状况，一旦出现异

样及时就诊干预。

返沪人员 三个“需主动”

春节长假返沪人员，出发前建议

及时了解上海疫情防控政策。返沪人

员需要三个“主动”，主动报告、主动检

测、主动就诊。

从中高风险地区返沪人员要提前

主动向所在社区（村）、单位、宾馆报

备，主动进行核酸检测，配合完成隔离

管控等疫情防控措施。如出现发热、

咳嗽等不适症状，在做好个人防护前

提下，及时就近选择医疗机构就诊，并

主动告知近期旅居史和相关人员接触

史。 康健

一手做好疫情防控，

一手做好健康促进，上海

2400 多万市民的新年

“健康礼包”如约而至，推

进常态化疫情防控，提升

市民健康素养水平，引领

健康生活新风尚！1月 18

日，上海市政府启动市民

“健康礼包”发放项目，将

向全市 800 多万户常住

居民家庭发放《上海市民

健康风尚知识读本》和实

用工具“健康书签 +控盐

勺”，为所有市民送上最

珍贵的健康守护。

读本由“疾控女侠”

吴凡主持编写、张文宏倡

导推广，首发活动在打造

中国年轻世代高度聚集

的综合性视频社区的上

海哔哩哔哩科技有限公

司举行并全程直播。读本

还在喜马拉雅 App 上同

步推出有声书，扫码登录

即可免费收听，让健康生

活风尚入耳、入脑、入心、

入行。

市健促办副主任、市

卫健委健康促进处处长

王彤介绍，新冠疫情引发

思考、激发行动，带来全

体市民健康意识的空前

高涨。上海防疫的重要经

验就是用健康科普这一

特殊“药物”抵御病毒，为

每一位市民穿上一件“无

形防护服”。 卫健

公共场所如何戴口罩才算

规范、科学？上海市健康促进中

心列出要点：口罩佩戴时要分

清正反，盖住口鼻和下巴，鼻夹

要压实，出现脏污、变形、损坏、

异味需要及时更换，连续佩戴

时间不超过 8小时。尤其需要

强调的是，市民在公共交通、密

闭场所、人员密集场所，以及商

场点单、购物、收取快递外卖等

情况下，都应规范戴好口罩。

随着春节假期临近，人员

流动增加，市健促中心同时提

醒广大市民：不论日常工作出

行还是返乡探亲，都要认真做

好个人防护，保持安全社交距

离，科学佩戴口罩，勤洗手、常

通风、不扎堆、不聚集、少聚餐、

分餐制等良好卫生习惯不能

丢，坚持防疫“三件套”、牢记防

护“五还要”，对自己和他人的

健康负责，为筑牢防疫屏障贡

献一己之力。

一鸣

1月17日，复旦大学附属眼耳

鼻喉科医院与复旦大学附属妇产科

医院签约，成为“红房子出生缺陷联

盟”共建单位，并正式启动两院“携手

共建出生缺陷联盟项目”。

复旦大学附属眼耳鼻喉科医

院院长周行涛院长介绍，世界卫生

组织数据显示，世界人口 5%以上，

即4 . 66亿人患有听力残疾 (包括

4.32 亿成人和 3400 万名儿童)，这

一数字正以每年几十万甚至上百

万的速度持续增长。我国每年新生

3万聋儿，60%的先天性耳聋由遗

传因素引起，是造成儿童聋哑的主

要原因。世界卫生组织还指出，在

15 岁以下儿童中，60%的听力损

失是可以预防的。

据悉，“携手共建出生缺陷联

盟项目”将发挥“五官科”“红房子”

两大医院的专科优势，聚焦遗传性

耳聋、眼盲、耳面部畸形等出生缺

陷，为患者提供专业的医疗保障，

更有效地防控出生缺陷，并以遗传

性耳聋、眼盲、耳面部畸形研究与

临床遗传咨询和干预促进为目标，

在遗传咨询、人员培训、业务指导、

病例转诊、远程会诊、临床研究、大

数据平台建设等方面展开广泛深

入合作。 傅萱

1 月 17 日，记者从上海市健

康促进委员会办公室获悉：本市

医疗机构加快从“以治病为中心”

向“以健康为中心”转变，市卫生

健康委《关于加强本市医疗卫生

机构健康教育与健康促进工作的

指导意见》出台一年内，上海 34

家市级医院全部成立健康促进委

员会，400 多家公立医疗机构（含

区属三级、二级、一级医疗机构）

基本实现健康促进委员会建设全

覆盖。

市健康促进委员会办公室表

示，医疗卫生机构成立健康促进委

员会，有利于打造“健康促进主阵

地”，做好“健康科普主力军”，引

导医疗资源上下贯通、纵向流动，

使工作重心从治病转向健康促进，

将健康促进的理念和标准融入业

务行为和组织文化。

记者 梅一鸣

■验光师正在用给藏族学生配镜

高科技助力藏族学生“亮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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