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日，来自美国佛罗里达知名

机 构 专 家                   

      教授与国内多位专业人士

齐聚上海和睦家医院，深入探讨创

新技术———   形状感知机器人系

统的应用。会议线上直播吸引了超

过      名相关领域人士参与。

会议核心议题是    形状感知

机器人技术如何助力早期发现。与

会专家一致认为，随着需求变化，

追求精准和低影响的理念日益重

要。以形状感知机器人系统为代表

的新技术，凭借其高精度和低影响

的操作特点，成为满足这一需求的

关键。和睦家上海大区负责人刘薇

女士在致辞中强调，技术创新的最

终目标是让更多人受益，和睦家致

力于搭建开放平台，汇聚全球智

慧，推动进步。

作为开场嘉宾，同济大学附属

东方医院专家李强教授肯定了和睦

家医院引入新技术的举措，并现场

分享了实际应用案例。来自佛罗里

达 呼 吸 介 入 中 心 专 家        

         教授则通过具体实例

和数据，展示了该系统在提升操作

效率和质量、降低相关风险方面的

成果，并对该技术在中国的发展前

景表示高度期待。另一位国内专家

也分享了该技术能实现“同步操作”

的优势，即一次步骤完成识别和应

对环节。

此次会议有效融合了国际前沿

理念与本土实践经验，共同探讨提

升早期识别水平。会后，与会专家参

观了相关设施，对和睦家的专业团

队和高质量服务表示赞赏，并期待

未来合作。

南京东路街道“拾光经典行”让脚步与时光相拥

“文化 养老”打造“家门口”的        

上海和睦家医院成功举办肺小结节早期精准诊疗国际研讨会，共话创新技术应用

近日，九里亭街道社

区事务受理服务中心在

绿庭尚城就业服务站开

展“九里亭职创梦想”系

列之“技能加油站”活动，

为辖区应届毕业生和失

业青年提供就业指导。

活动特邀就业指导

专家高靖轩，聚焦求职核

心环节开展专题培训。高

靖轩分享了当前就业形势

及行业发展趋势，随后讲

解了优秀简历的必备要

素，对现场青年带来的简

历逐一给出优化建议，并

推荐了实用的   简历制

作工具，并通过“理论讲解

 案例分析  实战模拟”

的形式，帮助求职者掌握

面试应答技巧，学会更好

地展现个人优势。课程结

束后，高靖轩还开展了一

对一答疑，帮助青年理清

思路，激发求职热情。

“许多求职者对自身

优势和目标岗位要求认

识不足，导致简历内容堆

砌，无法突出个人核心竞

争力。”高靖轩介绍道。她

建议广大求职者在选择

心仪岗位时，应提前做好

职业规划，深入了解目标

行业和岗位要求，明确自

身职业发展方向；同时，

应有针对性地制作简历，

根据不同岗位需求调整简历内容，

突出与岗位相关的技能和经验；进

入面试阶段，要提前了解企业背景

和岗位职责，模拟常见面试问题，

自我训练，力求表达清晰顺畅，以

最佳状态迎接面试挑战。

据了解，九里亭街道社区事

务受理服务中心持续打造“九里亭

职创梦想”系列活动品牌，通过多

元化平台搭建、资源整合和特色活

动，助力青年实现就业与创业梦想。

不仅会开展线下或线上“职等你来”

招聘会和“政策面对面”咨询，每季

度还有“创业先锋”讲座和“技能加

油站”培训，多举措推动稳就业促

就业，最大限度服务好企业和群

众。下一步，中心将持续深化基层

就业服务阵地建设，提供精细化就

业帮扶，推动青年群体实现高质

量充分就业。 九里亭街道 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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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月   日，梧桐絮落，晨光如

蜜糖般洒满街角，居住在南京东路

街道的几位阿姨结伴而行，笑盈盈

地 走 出 社 区 ———今 日 的“    

    ”由南京东路街道家门口养老

服务站（大沽路）策划，目的地是承

载着上海百年心跳的国际饭店。

轻启“沪语活历史”课堂

“国际饭店不是普通的高楼，它

是阿拉上海的‘原点’！”胡经理站在

大堂中央，沪语如糖炒栗子般香糯，

阿姨们的眼睛瞬间亮如星子。    

年，上海市政府以饭店楼顶旗杆为

坐标原点，划定了整座城市的经

纬———这座曾被誉为“远东第一高

楼”的建筑，竟是上海的“心跳中

枢”。“看！这是文史馆的老物件，菜

单上还有当年的价钿呢！”泛黄的账

本、银质餐具、复古菜单……胡经理

的讲解像一把钥匙，打开了一扇扇

通往老上海的时光之门。

80年不灭的传承之火

“    年的楼梯，迭段还留

着———当心台阶斜，扶牢栏杆慢慢

走。”胡经理指向文史馆旁的大理

石楼梯，阿姨们提裙而上，指尖轻

触雕花。漆面斑驳处，匠人暗纹若

隐若现。

王阿姨摩挲雕花：“现在哪里

还有噶精细额手艺啦……”胡经理

轻声补充：“国际饭店一直请老师

傅修缮，为额就是迭份老上海额

匠心。”

镜头定格，阿姨们提裙而立的

身影与斑驳楼梯融为一体。王阿姨

转身对镜头比“耶”，短视频配音在

风中轻响：“  年的楼梯不老，匠心

永续，阿拉额故事永远鲜活！”

养老服务有温度、有故事

“来，阿姨们站成一排，三二

一———笑！”跨越时空的民国风格客

厅一角，阿姨们留下了靓丽瞬间。复

古吊灯下、旋转楼梯转角、老式留声

机旁……每一处网红点都成了她们

的“舞台”。阿姨们熟练地操作手机，

将这份甜蜜与骄傲，传递给亲朋好

友。“以前总觉得国际饭店是‘高攀

不起’的地方，没想到现在参加社区

活动就能来！”李阿姨和小姐妹一起

留影，笑得眼角皱纹开花。

这场“拾光经典行”，是南京东

路街道家门口养老服务站（大沽路）

的一次“文化  养老”创新实

验———将城市记忆融入养老服务，

让老年人无需远行，就能触摸历史

的温度。从讲解到打卡，从怀旧到分

享，阿姨们不仅重拾了青春，更找回

了被时光珍藏的自信。

南京东路街道 供稿

在人文学科研究与教育的广阔

领域中，陈家宁凭借扎实的学术功

底、丰富的教学实践，在教学、科研、

学术交流等方面作出了优异的成

绩。

陈家宁生长于天津，早年求学

于天津师范大学，其间对中国语言

文字产生了浓厚的兴趣，遂考取文

学院研究生，致力于该领域的学习

和研究，并发表《浅析〈龙龛手镜〉对

部首的改良》等论文。其后他赴厦门

大学深造，师从古文字学家刘钊教

授，钻研先秦秦汉出土文献，    

年获得历史文献学博士学位。此后

他开启了在天津大学的教学生涯，

积累了丰富的教学与科研经验。

    年，他加入北京师范大学  

香港浸会大学联合国际学院，进一

步拓展了自己的学术天地。

在教学方面，陈家宁成绩斐然。

在天津大学期间，他承担众多研究

生和本科生课程，涵盖语言学、文字

学、文献学等多个人文学科领域。他

的教学风格独树一帜，极为注重理

论与实践的紧密结合，擅于启发学

生利用理论知识分析和解释生活中

的语言文化现象。他的各门课程都

深受学生喜爱，并多次荣获各类教

学奖项，在北师港浸大讲授的当代

汉语语言学研究课程获广东省“冲

补强”项目校教学改革精品课立项，

多门课程视频在哔哩哔哩等平台上

深受观众好评。

陈家宁的研究领域广泛且深

入。在汉语言文字学领域，他擅于利

用出土文献对古书字词进行考证，

发现并阐释其中的疑难问题，发表

了《用古文字校读古籍二例》《从清

华简与今本〈皇门〉看古书流传与校

勘问题》等颇具学术价值的论文。在

历史文献学领域，他的专著《〈史记〉

商周史事新证图补———殷、周、秦

〈本纪〉新证图补》在学术界影响较

大。他运用“三重证据法”，将传世文

献、出土文物与考古发现相互印证，

对甲骨、金文等资料进行分析，就不

少历史问题进行了深入考证。运用

这种研究方法，他还发表了《也谈三

年大将吏弩机的“灋丘”问题》《铜器

铭文中所见的王莽改制》等论文，得

到学界重视。

在科研项目方面，陈家宁展现

出强大的学术实力与创新精神。在

天津大学期间，他主持教育部人文

社会科学研究“春秋青铜器铭文分

域史征”、北洋学者———青年骨干教

师计划“春秋时期诸侯国史料研究”

等项目，发表了《略论齐国金文中所

见的礼制》等论文。在北师港浸大，

他主持“战国楚竹书中的连绵词研

究”“珠海外伶仃岛北帝信仰源流研

究”等课题，不断拓展研究领域，探

索创新研究方法。

在学术服务活动中，陈家宁也

扮演着重要角色。他担任香港

                        《语言

学》期刊编委会委员、英国        

       出版集团          出版

社书稿评审员等。他在天津大学期

间担任研究生导师多年，在语言学

及应用语言学、汉语国际教育等专

业方向上培养了约   位硕士生

（包括留学生），多人在学术和事业

上取得了优异成绩。他在教育部学

位与研究生教育发展中心等机构担

任硕士学位论文评审委员，严谨认

真地评审了论文近百篇。他参与各

类学术组织，是中国文字学会、

                        等组

织会员，还频繁参加各类学术会议，

发表学术作品。

陈家宁在学术生涯中始终进行

探索、拓展和创新。他早期学习汉语

言文字学，其后专注文献学和古文

字学，    年赴美国宾夕法尼亚大

学访问学习一年，之后将学术拓展

到文化史、思想史等领域。    年

他南下广东，展开对先秦诸子思想、

岭南宗教等领域的研究，拓宽学术

视野，力求在人文学科领域融会贯

通。他英语水平较高，在北师港浸大

用英语讲授古汉语、现代汉语、东方

宗教等课程，极具特色。他还翻译学

术著作，如将金鹏程的《孔子之后：

中国古代哲学研究》译成中文出版，

在学界深受好评。他近年来利用自

己在国内外学界的人脉，频繁邀请

专家学者到校讲学，促进学术交流。

（张晓春）

陈家宁：人文领域的学术深耕者与教育践行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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