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民随笔

    今天，沪上一些高校迎来第一批返校学

子，各高校制定预案、提前演练，让防控措施
有细节，制度落地有温度。

守好校门首道防线
“返校学生请走学生专用通道，准备好校

园一卡通，出示健康码，接受测温、刷卡，检查

随申码⋯⋯”在上海理工大学门口，“大喇叭”
正在循环播放入校提醒。作为守护师生健康

的第一道防线，校门处设置了下车区、等候
区、测温区、隔离区，重重“关卡”严格管控人

员进出。

根据学校制定的预案，返校学生进入测
温点前要戴好口罩、保持间距，在测温区出示

本人健康码，刷校园一卡通显示“通过”、体温
正常后方可进校。如有体温大于等于 37.3℃

的学生，门岗会第一时间将学生带往隔离区，

由隔离区卫生科医护人员进行二次测温等；

学生行李也将消毒，消毒后由后勤安排专用
车运往学生宿舍管理室寄存。返校后，学生若

有发热情况，将在辅导员陪同下到校卫生科
专设的发热临时观察点进行体温复测；若体

温仍大于 37.3℃，则要进行发热人员信息登
记、初步流调等，并送学生至定点医院做进一

步检查。

在上海大学，为了做好重点区域返校学
生安全工作，日前已在嘉定校区设立集中隔

离观察点，对学生到达隔离点及隔离点日常
运行进行全流程、全要素演练，如注意事项宣

讲、测温登记，行李、鞋底消杀作业等，完成后
学生方可乘坐专用电梯上楼进入各自房间。

食堂作为人流密集区，疫情防控压力较
大，采取分时就餐、入口限流、分隔餐桌、提倡

打包、单进单出等措施，保障师生用餐安全。

快递一律集中收取
快递怎么办？口罩用完了怎么办？聚焦学

生返校可能遇到的各种生活问题，上海理工

大学还开展了一系列准备工作。早在学生返
校前，学校卫生科已经按照返校人数进行科

学测算，储备了两周使用量的口罩物资及多
种消毒用品，并由各学院、各公寓负责人统一

领取、有序发放。为了守护学生健康安全，学

校禁止快递、外卖人员及车辆入校，快递一律
由快递集散中心派专人前往校外统一领取，

快递入校后将进行消毒杀菌并放置在校内快
递集散中心，学生可根据短信通知错峰领取。

此外，上理工心理健康教育中心精心编
排《返校心理调适手册》，对返校之后学生心

理上可能会出现的种种疑问进行专业解答。

本报记者 易蓉 王蔚 通讯员 董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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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力量化危为机
“面对疫情带来的冲击，归根到底还是要

依靠科创力量重塑新生产力，打造新时代的

经济新格局。”在上海中心 126层“上海慧眼”
阻尼器艺术空间，奥盛集团董事长汤亮“就地

取材”，通过向众人介绍阻尼器作用，形象地
引出自己的经济观点———会场后方的“上海

慧眼”巨型雕塑实际上是一个阻尼器，当大楼

在风中摇摆的时候，阻尼器就可以起到反向
减震的作用。去年台风袭来，中国第一高楼能

够稳如泰山，全依靠它。面对疫情带来的经济
危局，引导破局、重塑的“定海神针”就是要掌

握未来科技。“这就是我们心中的‘阻尼器’。”
毫无疑问，科技正在改变人类生活，但它

是用什么方式、会产生多大影响，人们有时并
不能直接感知。为了直观展现科技力量，汤亮

举了奥盛集团建造 3座桥的例子：
在美国奥克兰新海湾大桥，我们架起世

界第一跨的自锚式悬索，悬索要抗 8级地震；
在建中的云南龙江特大桥连接欧亚大

陆，是世界第一跨的大桥，通过应用自主知识
产权的主缆索股预成型技术，把整个工期缩

短了 57天，创造世界桥梁史上主缆架设的最
快速度；

去年通车的虎门二桥，率先采用 1960兆
帕级的镀锌铝合金的主缆，这个主缆比传统

材料整整轻了 3800吨⋯⋯
据汤亮介绍，在过去 20多年里，奥盛集

团旗下的浦江国际集团为全球 900多座大桥
架起彩虹般的缆索，正是应用了大量的自主

创新先进技术，才能够产生很好的社会效益
和经济效益。

自主创新抓住机遇
“只有扎扎实实地自主创新，把产品做

好，才能在危机中抓住机遇。”这是上海联影

医疗科技有限公司联席总裁张强发自内心的
创业感触。

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上海联影医疗科
技有限公司紧急投入生产，在一个多月内向

全国发出 400台 CT和 DR设备，300多位工

程师、培训专家和技师奔赴全国各地抗疫第
一线。张强认为，联影之所以能够在短时间内

迅速反应、迎难而上，正是得益于在自主创新
研发方面的多年积累。

与汤亮一样，张强也举了会场所在地“上
海慧眼”的例子来形象说明抽象的科技话题。

他说，上海中心的“天眼”可以说是在阻尼器
的上面，而联影医疗设备的“天眼”则是在 CT

房间顶上安装了摄像头，病人进去后，可以自
动检测脸部、肺部。通过这样的 CT天眼人工

智能技术，CT技师可以与病人零接触，帮病
人摆位、移位等流程全部实现自动化，医生不

用进入扫描间，而且病人戴口罩也不影响检
测，极大降低了交叉感染。

张强还介绍，疫情发生后，“联影”开展了
新冠肺炎智能辅助分析系统等多项紧急研

发，车载 CT不仅应用在火神山方舱医院里，
在美国纽约布鲁克林的帐篷医院里也有应

用，这都得益于“联影”长期以来对自主创新
的坚持。“产品和技术必须要全线覆盖、自主

研发，必须要掌握核心科技，因为买过来的不
是最好的，最好的不会卖给你。”尽管自主创

新之路并不好走，但张强一再强调掌握科学
发展和技术创新尤为关键。

戴副眼镜虚拟参展
一场疫情改变了我们的生活方式，通过

观看视频，大家足不出户也能购物、办公和上

学。这引发了影创科技创始人兼董事长孙立
的思考：“如果大家只能待在家里，工厂也没

有人生产，配送人员很紧缺，这种情况下，如
何恢复城市生产力？”他由此提出“无人化社

会”的概念。

孙立认为，首先要解决的 3个问题是：人
与人之间的观察和交互；人与物之间的观察

和交互；物的生产和配送。
他为大家介绍的一款混合增强现实技术

眼镜也引起现场嘉宾的兴趣。孙立介绍，虽然
有很多事情可以通过在线方式完成，但人们

往往还是要面对面观察彼此的表情、肢体语
言、动作，才能带来更好的沟通体验。所以，就

需要这样一副比 VR眼镜更进一步的混合增
强现实技术眼镜。通过混合增强现实技术，戴

上这副眼镜，就可以看到“真人”出现在面前。
神奇的是，这不是平面的视频，而是一个立体

的“人”，通过人工智能捕捉技术和三维显示
技术，观众可以和眼前的“人”实现握手、击掌

等互动。
一副眼镜能给我们的生活带来多大的

改变？孙立举例说，未来可以在线上举办虚
拟展会。目前的在线展会还停留在用视频或

网页来展示，与观看直播差不多。然而，一旦
戴上这副眼镜，不仅更有身临其境的感觉，

像真的在现场一样，还能与展商交流，实现
人与人、人与物的交互，大大推动在线新经

济的发展。
本报记者 杨欢 孙云

“天眼”CT零接触自动化检测？
2020上海创新创业青年50人论坛技术大咖在线谈“未来科技”

    这几天，金融市场纷纷扰扰。

让人疑惑： 如何算是一个好的金
融产品？

一方面，好的金融产品，应该
有好的投资人。

投资者应该很清楚投资目

的。 风险和收益是相伴的。 低风
险、高收益的东西，在这个世界几

乎是不存在的。

投资人应该了解产品的每个

细节。这个产品为什么这么设计，

与其他机构有何不同， 投资者应

当晰毛辨发。人民币不是橘子皮，

把钱投到自己不明白的领域，就

是在冒险。 投资需谨慎。

另一方面，好的金融产品，应
该出自于一个有担当的金融机构。

在吸引“小白”投资的同时，金融机

构也要承担很多适当性义务。

好的金融产品， 是最专业的

金融机构设计出来的。 老百姓把
钱交到你的手上， 就是相信你的

信誉和专业。产品设计中，应当充
分规避每一丝风险。 尤其是在投

资领域改变游戏规则时， 要及时
跟进，不要像温水里的青蛙。

其次， 机构应该对投资者进
行最充分的风险提示， 提示的最

重要环节，就是“极端恶劣情况”

是什么。 不要让投资者像井底之
蛙，什么都不懂，贸然拿钱投资，

最后出了极端恶劣情况，心理崩塌。

再次，出了问题，不应简单拿出一些格

式条款，作为“免责声明”。 一般而言，格式
条款总是对金融机构有利。 个体投资者在

庞大的金融机构面前，天生就不平等。

最后， 金融机构要有共情心。 出现问

题，尤其是出现“穿仓”这样的大问题，要学

会换位思考。 否则，机构多年声誉被毁，投
资人用脚投票，那就走远了。

总体来看，金融市场这一番风波，是坏
事。 但如果能借以警醒中国的金融机构和

投资人，认识到国际金融市场的波云诡谲，

认识到投资有风险， 那也未必不能转化为

一件好事。 归根到底，投资也好，设计产品
也好，都要记住四个字“力所能及”。赚自己

能力范围内的钱， 买自己看得懂买得起的
东西。 这样的生活，才不会是走钢丝绳。

    前昨两天，2020上海创新创业青年 50人论坛在
上海中心举办了一场主论坛及两场主题论坛，第一
天的在线直播观众就达到 100万人次，显示出广大
网友对青年创新创业话题的高度关注。

疫情之下，如何破局并重塑经济活力？科技正

以什么样的方式改变着人类的生活？昨晚，在上海
中心 126层举行的第二场主题论坛上，这些问题成
为业内知名企业家、青年创业者翘楚的话题焦点，
他们围绕“破局、重塑———未来科技打造新格局”主
题展开讨论。 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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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学前演练、消毒，入校时测温、刷卡，一切有条不紊———

大学校园今迎首批返校学子

■ 入校需要身份核验

■ 上理工校门口做好分流、限流措施

本
报
记
者

陈
梦
泽

摄

■ 奥盛集团董事长 汤亮 ■ 上海联影医疗联席总裁 张强 ■ 影创科技创始人兼董事长 孙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