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足球这几天出了一件令

人关注的大事。 足协准备换届选
举，而换届筹备小组的组长，是一

名上海人： 上海国际港务集团党
委书记、董事长陈戌源。从以往的

惯例来看， 筹备小组组长将来很
可能成为新一任的协会主席，就

像篮球的姚明、乒乓球的刘国梁、

羽毛球的张军。

陈戌源的上位， 让人颇为意

外。一个干企业的老总，怎么来管
足球了？ “业余”成为外界质疑他

的主要原因，不少人都说他是“门
外汉”。

确实， 陈戌源一不是专业出
身的球员，二从来没干过体育，是

个地地道道的“空降兵”。 让他来
掌管中国体育最复杂、 最有难度

的足球，真的行吗？

我对此倒是有一点不同看

法。就想问一句，中国足球搞了这
么多年，门在哪儿呢？

从 1994年职业化以来，在长
达 25 年的时间里， 中国队只在

2002年打进过一次世界杯， 还是
在日韩双强自动入围的情况下。但

自那一次的幸运之后，便是断崖式
下跌，甚至连续无法小组出线。 到

现在，中国球迷都已经心安理得地
接受“亚洲三流”的定位了。

从联赛来看， 给我最大的感
受，就是政策的左右摇摆、朝令夕

改。尤其最近几年，有关于外援和

U23年轻球员的使用方面， 规则
一变再变。说到底，连制定者自己

都没想好，到底该怎么办。

难怪很多人都说， 世界上有

两种足球：一种是足球，一种是中
国足球。

中国足球的问题， 很大程度
还是出在管理者的“顶层设计”上。

自诩为“懂足球”，但要命的是不懂
管理、 缺少科学有序的运行机制。

中国足协，说到底还是个企业嘛。

而这，恰恰是陈戌源的优势。

虽然他没有直接参与上港队的日

常管理， 但球队的重大决策都是
从他这做出的。用谁当主教练，买

什么外援，得他拍板。一支连续两
年零引援的球队， 能打破恒大长

达 7年的垄断拿到中超冠军，光
看这一点， 陈戌源对足球的理解

和功力就非同一般。

既然旧的都已经被证明 “此

路不通”， 不如彻底换一套新思
路。 中国足球有资格谈“门外汉”

吗？ 这么多年我们恐怕连门框都
没摸到过呢。

门在哪
关 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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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讯（记者 左妍）昨天，上

海市脑卒中预防与救治服务体系联
合上海市医疗急救中心、上海市医

疗质量控制管理事务中心发布了
《2019版上海市脑卒中急救地图》。

我国每年新发卒中 240万例，
卒中相关死亡 110万人，卒中生存者

1110万。脑卒中作为导致中国居民
死亡的主要原因之一和上海居民疾

病死亡的第二位原因，发病率和死亡

率都呈逐年上升趋势。市疾控中心

2017年的报告显示，2017年全市户
籍人口报告非腔隙性脑梗死发病率

为 280.65/10万，其中男性更高，脑卒
中所带来的健康问题尤为突出。

上海市卫健委从 2011年起依
托“第三轮公共卫生体系建设三年

行动计划”，任命复旦大学附属华山

医院作为“上海市脑卒中预防与救
治中心”，筹备建立了由 11家市级

脑卒中临床救治中心、25家区级脑

卒中临床救治中心和市医疗急救中
心共同组成的，涵盖治疗、转诊和危

重抢救等各环节的“上海市脑卒中
预防和救治服务体系”，自 2013年起

正式运行。2014年 10月，上海发布
了国内首张卒中急救地图《上海脑梗

死急救医院地图》。2017年 10月再

次发布《2017版上海市脑卒中急救
地图》，主要以 11家市级脑卒中临床

救治中心和 25区级脑卒中临床救治

中心为主，将脑卒中救治圈从市中心
铺展到周边郊区。上海也成为国内最

早在政府支持下建立脑卒中预防与
救治服务体系的城市。

经过第一轮 5年的打造，上海
36家脑卒中临床救治中心的急救

能力、急救质量显著提升。在市卫健

委医政医管处和市疾控的支持下，
上海市脑卒中预防与救治服务体系

再次联合上海市医疗急救中心、上

海市医疗质量控制管理事务中心对
外发布《2019版上海市脑卒中急救

地图》，以前期 36家医疗机构为主
体，核查新增后共计纳入 50家医疗

机构，形成此版地图。据统计，去年
这 50 家医疗机构抢救卒中病人

24150例，静脉溶栓率 9.4%（全国

水平在 5%左右）；4.5 小时窗内静
脉溶栓率 32.3%。

2019版上海脑卒中急救地图发布
去年 ５０家医疗机构抢救卒中病人 ２４１５０例

    日前在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

院举办的中国医院院长年会第二届
智慧医疗峰会上，以国内首家“云医

院”而闻名的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
院徐汇医院（徐汇区中心医院）再次

引起全场瞩目，与会专家还专程前
往该院参观考察。坐落于市中心的

黄金地理位置，这家二级医院 4年

前与中山医院、13家社区卫生服务
中心以及 70家零售药店等联合打

造上海首家智慧医疗服务平台———
徐汇云医院，4年来在国内布点 800

余家，服务超 145万余人次。如今，
徐汇医院又相继与腾讯、中国移动

签约，走出一条具有特色的“互联

网+AI+医疗健康”之路。
身体不适到药房去买药，只要

打开电脑上下载的“云医院”软件，
就可进入网上诊室，咨询摄像头另

一端的徐汇医院值班医生，咨询

后，可根据医生建议选择药物或直
接在线预约检查，现场就可打印医

生电子签名的处方。

2015年，当多家医院还在谈论
互联网医疗、人工智能的设想和蓝

图时，这样的“云医院”已悄悄落地
徐汇医院。4年来，“徐汇云医院”以

徐汇及上海为服务重点，向外辐射

至云南、江西、甘肃等 20省市的边

远地区医院及乡镇卫生院，向下延
伸至上海及徐汇社区卫生服务中

心、养老护理机构、学校等，共布点
800余家，服务超 145万余人次，至

今未发生过纠纷，在国内形成了较
大影响力。

徐汇医院执行院长朱福透露，

“云医院”正吸引越来越多机构前
来入驻。3年前，徐汇医院与中山医

院形成紧密型联合体，充分发挥医
联体医疗优势，为区域百姓提供

“上海中山”优质便捷的医疗服务。
朱福介绍，徐汇医院在互联

网+医疗的实践过程中逐步加入人

工智能，突破传统做法，打造“互联
网+AI+医疗健康”的新模式。徐汇

医院在 AI医疗技术应用方面进行
了有益探索，签约腾讯共建智慧医

院、签约中国移动共建“5G+人工智
能”场景应用等。

在引领“互联网+医疗”最新技

术应用的同时，医院还陆续引入科
大讯飞系统、人脸识别系统，让人

工智能介入医疗全流程，进一步实
现降低就医成本、拓展临床能力、

提升医疗效率的目标，让更多百姓
受益。 本报记者 左妍

引入互联网＋不断降低医疗成本
徐汇云医院：4年服务 145万人次

    刚刚改

造成健康主
题公园的静

安区社区公
园永和公园，

今天正式免
费对居民、游

客开放。

这座面
积为 1.45 万

余平方米的
公园，经过改

造后，突出健
身功能，设置

了健身广场、
慢跑健身步

道、休憩、廊
亭、儿童游乐场地、

电子告示栏等设施。
本报记者

江跃中 张龙
摄影报道

静
安
永
和
公
园
免
费
开
放

    本报讯（记者 袁玮）

政府“一网通办”进园区
了。虹梅漕开发园区综合

服务中心日前升级 2.0 版
本，设置 2个自助服务工

作台、2 个 24 小时无人值
守自助工作站，提供 29个

部门 654项政务服务事项
的办理，将 24小时不打烊

政务服务引入园区。其中
24小时自助工作站为全市

最先投入使用，可实现 24

小时自助查询、办理，不见

面材料取件，为园区企业和

白领提供了更加智能化、更
具自由度、更强个性化体

验的政务服务新选择。
徐汇区虹梅街道参考

区行政服务中心“一网通
办”2.0版，对园区综合服

务中心功能提升，同标准
对接区行政服务中心，适

配“一网通办”线上接口，
将 24 小时不打烊政务服

务引入园区。其中 24小时
自助工作站为全市最先投

入使用，工作站坐落在园
区公共区域，办事人员刷

身份进入，可实现 24小时
自助查询、办理。目前，企

业或个人可在 24小时自助服务站

办理各类企业及其分支机构营业许
可、居住证积分自助查询、房地产经

纪企业备案等 22项热门业务事项。
区行政服务中心主任宋开成

说：“虹梅漕开发园区综合服务中心
受理的所有延伸业务数据都接入区

行政服务中心的后台系统，可追踪、

可闭环。区行政服务中心也分别在
A厅、B厅安排了视频咨询点位，让

区中心内的 18个综合窗口和相关
委办局的业务骨干可以在线支持延

伸点‘第 19号综合窗口’的疑难杂
症业务咨询和远程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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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     “好吃！这几种西红柿真的和

小时候吃的一样，酸甜可口还多
汁。”前天下午，家住浦东南路附

近的王阿婆参加了一场别开生面
“吃番茄大赛”———位于第一八佰

伴商场门口的活动现场，20个大
西红柿新品种和 20 个小番茄新

品种“一字排开”，由市民现场品

尝现场打分，选出“最上海”的番
茄品种。原来，这是由上海蔬菜经

济研究会、上海蔬菜食用菌行业
协会、上海市农业科学院等联合

主办的“上海地产优质番茄进盒
马品鉴会活动”。

评选环节，首先由市民和来

自农科院的专业人士进行“海
选”，主要从番茄的气味、风味、

品相等角度选出最优质的番茄。

同时，农科院专家带领专业技术
人员对番茄进行糖度检测，糖度

高于 4 的大番茄和高于 7 的樱
桃番茄直接进入品鉴环节，达不

到要求的由 5 名市民代投票表
决是否进入品鉴环节。最终，品

鉴环节每位市民直接根据口感

风味，选择自己最喜欢的 3 个番
茄品种。

现场，不少评选者遭遇了“选
择障碍”。有的只顾着好吃，忘了

记号码；有的最喜欢的番茄，一口
气选了七八个，再难删减；有人偏

好酸中带甜的风味，有人喜欢软
糯的口感，还有人对黄色的樱桃

番茄情有独钟。“平时在菜场买的

番茄都不太满意，很难找到酸甜

适中可口的。这里的本地品种真
好吃，酸酸甜甜的，风味正宗！”王

阿姨边吃边打听，吃过之后到哪
里可以买到好番茄。

市农科院园艺所所长朱为民
告诉记者，此次品鉴会以商超与

合作社面对面的形式，由市民代

表评选优质番茄品种，不仅满足
市民对优质农产品的需求，也为

地产优质番茄生产基地打开市
场，加速地产优质蔬菜进商超、上

餐桌，加速新型经营主体发展。随

着本地优质农产品直供大型生鲜

超市，市民将很方便地买到优质

优价的番茄好品种。
本报记者 马亚宁

周末街头“品吃”评出地产好番茄

新民随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