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专家点评
70 年来， 上海市始终把人

民的健康放在首位，始终围绕消除

威胁人民健康的主要疾病和健康
问题，开拓进取，敢为人先，在疾

病防治体系建设、 模式机制创新、

新技术转化应用等方面创造了诸

多 “第一”， 构建了具有中国特色

的公众健康社会治理体系，赢得全
球赞誉。

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副院长
吴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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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部门合作防控传染病
自从人类诞生以来，传染病便

如影随形，影响着人类的生命健康

甚至人类的历史。在中国历史上，天
花、麻疹、白喉、猩红热、鼠疫、霍乱、

伤寒、痢疾等病毒都曾肆虐一时，夺
去了无数人的生命。

新中国成立之初，上海曾是全

国血吸虫病严重流行区之一；上海
的人群肠道寄生虫感染率达 60%以

上；1958年人群微丝蚴率达 1.41%；
1962年全市疟疾发病率为 323.12/

万，郊县更高达 563.12/万。经过逾
半个多世纪努力，通过组建队伍、广

泛发动、全面防治、长期监测，采取
一系列科学规范防治措施，至 2018

年，上海已连续 44年无内源性急性
血吸虫病感染、无阳性钉螺；全市已

连续 39年无新病人、新病畜，连续
33年巩固全市消除血吸虫病的成

果。同时，上海建立多部门合作和跨
地区联防联控的疟疾防控机制，至

2018年，上海已连续 9年无本地感
染病例，均为境外输入病例。1996

年，上海宣布消除淋巴丝虫病，人群
的人体肠道寄生虫病感染明显下

降，2015年本市抽样调查结果显示
人群感染率已低于 1%，上海地区人

体寄生虫总感染率处于低水平。
寄生虫病防治工作取得骄人

成绩的同时，市疾控中心持续推
进免疫规划工作和完善冷链系

统，3种曾经严重危害市民健康的

疾病正在逐渐被控制或消除：自
1988 年以来，已连续 31 年无脊灰

野毒株病例发生；通过提高麻疹
监测要求，做好麻疹病例管理，为

易感人群提供预防接种等措施，

消除麻疹成效显著，目前已连续 3

年处在历史低水平；自 1978年起，

本市没有白喉病例报告，至今已有
41年。

多次创造历史引领全国
一边让那些疾病成为历史，一

边为健康上海创造历史。例如，社区

居民大肠癌筛查，是国内首次推行
以社区为实施主体、以公共卫生服

务的方式全覆盖地提供癌症筛查服
务。2011年，上海市政府确立实施

这一新增重大公共卫生服务项目，

以推广应用粪便隐血筛查和全结肠
镜检查为核心，从 2013年起在全市

各区县各社区启动实施。到 2018年

底，累计发动 300多万居民参与，已

确认发现癌前期病变 1.8 万例，阻
断大量大肠癌病例发生，检出大肠

癌 3895例，早期比例达 45.5%，是
筛查前的 3.5倍，其 5年生存率提

高 25个百分点，大幅度延长生存
期。卫生经济学评价显示，对大肠癌

筛查每投入 1元将产生 6元效益，
具有显著成本效果。

另一项“全国首创”也在国内

起到引领和示范效应。上海自 2013

年起，开展“为 60岁及以上老年人

接种 23 价肺炎球菌多糖疫苗”这
一重大公共卫生服务项目，通过疫

苗接种有效预防老年人群中肺炎
链球菌性疾病发生。项目实施至

今，全市累计排摸 445 万适龄对

象，并组织全市 250 余家接种门
诊，为超过 145万适种老年人免费

接种肺炎球菌疫苗。这个项目还首
次同步开展接种后长期效果观察，

对老年人群大规模接种肺炎球菌
疫苗的有效性与安全性进行验证。

专家认为，这一重大项目的实施，

进一步提升上海基本公共卫生服
务水平，增强公众自我保健意识，

具有很好的健康意义和社会价值。
该项目实施方案已被多个省市参

考和借鉴。

织城市健康“守护网”

从传染病防治到慢性病防控，

从以疾病为中心到以健康为中心，

上海持续转变疾病防控与健康干预
模式，始终以保障市民健康为首要

任务。上海坚持预防为先，积极应对
“甲肝”，成功抗击“非典”和人感染

H7N9禽流感，在全国率先消除血
吸虫、丝虫病、脊髓灰质炎、疟疾等

疾病⋯⋯经历重大传染病疫情的考
验。目前，上海市民可免费获得 12

大类 42项基本公共卫生项目服务，
儿童免疫规划疫苗接种率保持在

99%以上。

《健康上海行动》明确提出，将
优化社区居民大肠癌筛查策略，进

一步扩大筛查受益面，并推动胃癌、
肺癌等重点癌症筛查试点和评估，

制定筛查与早诊早治指南，加强重
点癌症临床机会性筛查。至 2022

年，癌症登记报告制度完备，癌症筛
查策略进一步优化，常见癌症诊断

时早期比例不低于 32%。至 2030

年，癌症防治核心知识知晓率不低

于 80%，总体癌症 5年生存率不低
于 59%，常见癌症诊断时早期比例

不低于 40%。
通讯员 宋琼芳 本报记者 左妍

让那些疾病成为历史，为健康上海创造历史

疾控“上海模式”赢得全球赞誉

    一边消灭疾病， 一边创造历
史———“健康上海” 就这样砥砺前
行，一路走来：上世纪，血吸虫病、疟
疾、 丝虫病及人体肠道寄生虫感染
曾在上海肆虐， 经过逾半个多世纪
努力，上海先后于 1984年达到消除
血吸虫病标准、1986 年达到基本消
除疟疾标准、1987 年达到消灭丝虫
病标准、2016年通过全国首家省级
消除疟疾评估， 全市人群肠道寄生
虫感染率控制在 1%以下……

新中国成立 70周年之际，上海
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献上了一份优
异的“防治成绩单”。

    本报讯（记者 左妍）上海疾

控中心昨天发布信息称，季节性
流感来袭，供应全市的流感疫苗

也已”整装待发”，预计 10月底前
可全部到货。

世界卫生组织推荐个人预防
流感最好的办法是每年接种流感

疫苗。但因为流感病毒变异性
强，且流感疫苗的保护作用只能

持续 6-8个月，因此流感疫苗需
要每年接种。世界卫生组织根据

全球流感的监测结果，在每年 2

月会对北半球下一个流感季节的

流行株进行预测性推荐，疫苗生

产厂家则根据推荐的流行株生产
流感疫苗。所以，处于北半球的

我国，每年要到 10月左右才有流
感疫苗供应。

上海疾控在微信公众号里发
布了各区流感疫苗到货时间，如无

特殊情况，预计 10月底前可全部
到货，目前正在陆续配送中。不

过，即使同一个区，由于疫苗配送
时间有先后，不同门诊的开打时间

也可能不同，具体时间请咨询接种
门诊。门诊联系方式请关注上海

疾控公众号后查询菜单栏：“服务

信息”-“疫苗接种”-“接种门诊”。

目前，上海市供应的流感疫
苗有三价和四价两种，由不同的

厂家生产，具体可根据年龄和需
求来选择。除了接种疫苗外，日

常生活中保持良好的卫生习惯、
采取必要的措施，可以更好地预

防流感。简单来说，预防流感有

5 个主要方法：接种疫苗、避免
接触患病人群、避免用手直接接

触眼鼻口、清洁和流感病人接触
的表面以及勤洗手。

    凑够一拨人就可以走了，和红

绿灯无关，“中国式过马路”曾经蔚
为壮观。 随着各地交通整治力度

的加大、 市民文明素质的提高，

“集体闯红灯” 的群体在渐渐减

少。 但另一种新式 “中国式过马
路”群体则在不断壮大：管他有车

没车，管他有人没人，一“机”在手，

走哪根道全凭自己做主，过马路仿
佛闲庭信步。

不过，这种“潇洒”可能将不
那么潇洒了。 近日，浙江省人大常

委会批准的 《嘉兴市文明行为促
进条例》中，针对“低头玩手机”过

马路等行为做出了禁止性规定，

行人通过路口或者横穿道路时浏

览手持电子设备或者嬉闹的处警
告或者 5元以上 50元以下罚款。

这样的规定是不是有点小题大
做，在社会上引起了一定争议。

无论坐车、走路、开会、吃饭，

人不离机、机不离手，这样的情景

已经司空见惯。 一些人认为，这无
非是个人习惯而已， 犯得着兴师

动众，明文规定甚至处罚吗？

“低头族”作为个人习惯当然

无可厚非，但“低头族”遇见交通安
全，就不再只是个人的事情。 2017

年，广东的一名市民胡某闯红灯横

过马路，与行驶中的两轮摩托车发
生碰撞，导致乘坐摩托车的人受伤

后抢救无效死亡。 监控视频显示，

胡某在闯红灯横过马路时，低头看

手机，没有注意到信号灯。 法院最
后判决， 行人没有遵守交通法规，

负主要责任，被判刑并赔偿摩托车

司机家属。

其实， 嘉兴并不是第一个对

“低头族”说“不”的地方。 今年 1

月， 温州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对斑

马线上的一名“低头族”市民现场
开具了处罚罚单， 对其罚款 10

元。 这是《温州市文明行为促进条
例》实施后，行人在斑马线上看手

机被处罚的首张罚单。

因为“低头族”引起的祸事还

有许多。在网上曾有一些惨不忍睹
的视频： 一名孩子游泳时溺水，家

长近在咫尺却埋头看手机，错过了
救孩子的时机，悲剧发生后家长痛

不欲生，却悔之晚矣。

虽然已经过去十几年，但电影

《手机》 中的一句台词仍然广为流
传：“手机，如果不善加利用，就不

再是手机，而是手雷。 ”谨以此语，

与所有手机持有者共“免”。

新“中国式过马路”该不该罚
宋宁华

月底前上海各区流感疫苗全到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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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日开放迎客的“上

海工匠展示馆”吸引了众
多市民前来参观。在

1200 平方米的展厅内，
超过 150余件实物展品，

其中有来自各个工匠的

收藏以及有关部门压箱
底珍藏。本次工匠馆分

“能工巧匠”“上海制造”
“上海品牌”和“匠心智

造”四部分，以时间线和
大事记为两大主轴，让上

海的工匠故事铺陈在观
众面前。在 1515梭织布

机前，在万吨水压机模型
前，大家认真聆听这些工业设

备诞生背后的故事。
杨建正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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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民随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