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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复学后，到眼科门诊咨询看诊

的孩子增多，许多是由于重返课堂
后“看不清黑板”。复旦大学附属眼

耳鼻喉科医院院长周行涛告诉记
者，考虑到学龄期孩子和家长的实

际需求，降低疫情防控期间的院内
聚集程度，医院日前推出了针对学

生的近视防治便民门诊，门诊开在

放学后，深受家长好评。今天是全国
爱眼日，记者昨天下午走访该“放学

门诊”，尽管天下大雨，依然有四五
十个孩子如约前来就诊。

便民门诊
一天接诊150人
近视成因分为先天因素和环境

因素，由先天因素为主导致的高度

近视，其患病率较为恒定。而后天环
境因素中，生活方式特别是户外活

动不足、学业负担过重等引起的近
视越来越多。

周行涛介绍，近年来，眼耳鼻喉

科医院眼科视光学科一直坚持进社
区和学校开展近视防控活动，比如

联合闵行区、徐汇区等相关部门进
行近视防控共建，也常听到家长感

叹上班上学时段“看病难”的苦经。
特别是新冠疫情发生以来，网课多

了，活动却少了，孩子们在家不注意
用眼，导致近视增多。考虑到实际就

诊需求，同时避免院内聚集，也给汾

阳院区拥挤的空间“一点透气机
会”，医院于 5月 25日起在傍晚时

段增开近视防治便民门诊，这种全
新的尝试在国内尚属首次。

医院的推送一经发出，立即约
满。“最多的一天是 6月 1日，考虑

到当天许多孩子放假，我们放了更

多号，一共接诊了 150多个孩子。”
周行涛说，前天也接诊了 70多个，

“放学门诊”开出至今，已接诊了超
过 600人次的小患者。院方正在考

虑，根据第一阶段的试行结果来进
一步调整门诊时间和人员，满足更

多患儿和家长的需求。

家长疑虑
早戴眼镜增度数
在家 4个多月的 12岁女孩津

津不仅消耗掉了 50度的“远视储

备”，还近视100度。津津妈妈十分后
悔地说：“除了学校里规定的网课以

外，还要上许多在线补习课，每天看
屏幕的时间超过 8小时。”现在真的

近视了，轮到妈妈急了，“准备停掉这

些课，不知道还有希望恢复吗？”
10岁的阳阳由妈妈陪同前来，

裸眼视力只有 0.4了。接诊的许烨
医生仔细询问情况后，让阳阳做了

扩瞳验光、眼轴测量等检查。许医生

告诉阳阳妈妈，孩子双眼近视，一个

75度，另一个 125 度，建议配戴眼
镜。“孩子现在还小，戴了眼镜会不

会度数越来越深？”阳阳妈妈对戴眼
镜有些抵触。

许烨医生说，近视是无法逆转
的，近视后一般需要光学矫正，也就

是戴镜。近视度数的加深与戴眼镜
是没有关系的，反倒是戴镜后视觉

质量提高，用眼疲劳改善，一定程度
延缓了近视的进展。

孩子近视
不能全部怪网课
数据显示，上海地区小学生近

视率已达 45%，初中生达 60%-

70%，高中生则高达 85%。大多数家
长认同孩子的视力很重要，得知孩

子近视，家长会很焦虑，但回到家
中，他们并没有采取什么行动去改

变，有的甚至责备孩子“经常看手
机、读写姿势不正确”，导致孩子心

理负担很重。
许医生说，视力问题是遗传和

环境共同作用的结果，光是责备孩
子，视力也不会好转，应该从自身找

找原因，到底是哪个环节“疏忽”。有

的家长认为上网课过多导致孩子近
视，实际上，孩子不上课时捧着手

机、平板电脑的时间比上网课还要

长，单纯让网课“背锅”是不对的。

正确做法是什么呢？许烨说，科
学用眼，重点是控制连续近距离用

眼时长，尽量控制电子产品的使用
时长，看书上网 20-30分钟后要看

远至少 20秒钟。“学校里的网课时
间都不长，下课休息时间也比较充

足，有些家长会让孩子课间闭眼休

息一下，但这还不如让孩子走到阳
台上，在自然光线下远眺。”同时，户

外活动能够降低近视发生率，这在
学术领域已形成共识。每周 10-14

小时的户外活动时间能够有效预防
近视发生，且需要在光线较好的时

候进行。而户外活动、低浓度阿托品
及角膜塑形镜也并称近视防控的

“三大法宝”。
近视防控需要家庭、学校、医疗

卫生机构、学生以及有关部门多方
联动，周行涛说，要尽早为儿童和青

少年建立更加完善、数据真实的屈
光发育档案。眼耳鼻喉科医院视光

学组从 2002年开始建立国内最早
的儿童与青少年屈光发育档案和动

态数据库，去年还启动了“挂号可选
择建立屈光档案”。通过网络预约挂

号，同时勾选建屈光档案，在检查时
就可记录相关数据，今后视力随访

数据一目了然。

首席记者 左妍

防近视“放学门诊”受家长追捧
专家建议：网络挂号莫忘勾选“建屈光档案”

    上海最大的水利工程———吴淞

江工程（上海段）有重大新进展。作
为上海承接国家用地审批权管理的

第一个涉及永久基本农田项目的用
地预审项目，日前获批并取得吴淞

江工程（上海段）新川沙段规划土地
意见书及《建设项目用地预审与选

址意见书》。

上海持续深化“放管服”改革，
以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为“助燃剂”，

大力推进重大项目行政审批提速增
效。吴淞江工程（上海段）新川沙段

不仅是上海承接国家用地审批权管
理的第一个涉及永久基本农田用地

预审获批的项目，也是上海市第一
个有望实现“当年立项、当年开工”

的市政重大工程项目。
吴淞江工程全长约125公里，是

国务院常务会议明确的172项国家
重大水利工程项目内容，也是《长江

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规划纲要》
明确的省际重大水利工程之一。吴

淞江工程由东太湖瓜泾口水闸开
始，向东沿吴淞江入蕰藻浜，在上海

市北部地区分支入长江，全长约125

公里，其中上海段长约69公里。上海

段工程初步匡算总投资700亿元，是
上海水利建设史上规模最大的单项

工程。
按流域防洪百年一遇、区域除

涝二十年一遇标准设计，这一工程
建成后，将极大提高太湖流域防洪

和上海市北部地区除涝能力。

政策叠加红利加速释放

上海市委、市政府将吴淞江工
程（上海段）列入“十三五”规划启动

建设项目，其中，吴淞江工程（上海

段）新川沙段作为第一阶段项目列

入2020年市重大工程。该工程西起
蒲华塘，向东沿向阳河至嘉定、宝山

区界界泾后折向东北接现状新川沙
河入长江，全长7.82公里，总面积

124.57公顷，包括河道、两侧陆域、
新川沙枢纽一座、8座跨河桥梁，涉

及占用永久基本农田17.44公顷。

按照原有规定，涉及占用永久
基本农田的建设项目用地预审由

自然资源部批准，审批需要一定周

期。上海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市政处
负责人介绍，结合此次国务院放

权，自然资源部试点委托上海市规
划和自然资源局审批，为减少报批

环节、缩短审批时间创造了条件。
国家用地审批权下放与上海市建

设工程审批制度改革的政策叠加

红利正在加速释放，这一项目实际
审批时间仅为5个工作日，创下上

海用地审批的新速度。

审批时限环节减少60%

国家用地审批权下放后，上海
持续推进建设项目规划资源管理全

流程革命性再造，不断深化审批制
度改革、提升行政服务效能。防疫期

间，上海先后出台《上海市工程建设
项目规划资源审批制度改革工作方

案》、《上海市市政线性工程建设项

目规划资源审批制度改革实施方案
（试行）》、《上海市市政线性工程重

大建设项目实施库提前服务实施细
则（试行）》、《关于优化本市重大项

目规划资源审批和供地流程的实施
意见》等改革文件。

建设项目规划和土地行政审批
事项由审改前15项压缩至6项，工作

时限、环节均减少60%。该项目从今

年4月28日启动用地权属调查到完
成组卷、正式获批，仅历时一个月。

“项目经理人”一对一保驾

为了确保国家用地审批权下放
“放得下、接得住、管得好”，上海规

划和自然资源局首创了土地审批
“项目经理人”制度。

“这个项目是一个线形工程，沿
线的土地属性复杂，跨越多个区、乡

镇。从项目土地权属调查启动，市政

处负责审批的工作人员主动介入。”

上海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市政处负责
人介绍道，“项目经理人”采取“线

上+线下”的工作方式，与发展改革
部门、行业主管部门，以及沿线各区

政府平行推进，各项工作“能并不
串”，实现了项目建议书与用地预审

的同步推进和审批。
上海落实土地审批放权，不是

为建设用地“松绑”，目标是“增效”

而非“增量”。上海规划和自然资源
局市政处负责人表示，上海确保生

态保护红线、永久基本农田和城镇
开发边界“三条红线”不放松，核减

生态保护红线内用地，确保永久基
本农田补划质量，严格遵守审批规

范，严格把握审批要点，严格审批

全程监管。
目前，“项目经理人”已经对

2020年重大工程建设计划的152个
正式项目、60个预备项目形成“一项

目一清单”，逐项列出路线图、计划
表，确保“专班管、专人盯”，针对每

个项目的问题和瓶颈，预先谋划、搭
建平台、加强协调、主动服务。

本报记者 杨玉红

实际审批仅为5个工作日
上海最大水利工程再创“上海速度”

    今夏防蚊灭蚊，牢记“三进”

“三动”“三快”。昨天下午，上海市
爱卫会办公室会同上海市疾病预

防控制中心、上海市健康促进中
心举行“2020年上海市夏秋季蚊

虫防控新闻通气会”，全面介绍了
本市 2020年夏秋季蚊虫防控工

作，同时发布《上海市住宅小区病

媒生物预防控制工作指南》《鼠、

蚊、蝇、蟑“四害”防控知识 90

问》，并开通 12320夏秋季病媒生

物投诉热线，广泛发动社会共同
参与本市夏秋季爱国卫生运动。

图为徐汇区正南花苑请来专业虫
害防治服务公司为小区进行集中

防蚊 本报记者 徐程 摄影报道

    本报讯（记者 郜阳）今天下
午，上海市中医医院嘉定院区开工
奠基仪式举行。

即将开工的上海市中医医院
嘉定院区位于嘉定新城东区，东至

澄浏中路，南至荣联路，西至兆年
路，北至乐宁路。新院区床位设置

650 张，总用地面积近 7 万平方

米，总建筑面积超过 11万平方米。
市中医医院党委书记陆嘉惠

介绍，嘉定区和申康医院发展中心

于 2017年 5月 31日签署合作备

忘录，确立了在嘉定新城东区建造
上海市中医医院嘉定院区。经过近

3年的前期准备，嘉定院区已完成

各项设计、评价工作，今年 3月，可
行性研究报告获批；5月，获得项

目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本月获施
工许可证。

据悉，上海市中医医院成立于
1954年，是上海最早建成的四所

市级中医医院之一。

市中医医院嘉定院区开工

蚊虫防控启动

    本报讯（记者 左

妍）今天是第 25个全国
“爱眼日”，上海市卫生

健康委、上海市眼病防
治中心（市视觉健康中

心）等单位举办的主题
活动上发布了国内首个

非接触式眼保健操。该

版眼保健操避免了手接
触眼睛或面部，降低了

新冠病毒的感染风险，
助力疫情期间的近视防

控。同时，上海还启用全
国首个集“体验、科普、

服务、趣味”一体的儿童
青少年智慧明眸护眼基

地，激励孩子和家长走
到户外。

为遏制近视率上升
趋势，上海市自 2010年

起在全国率先建立儿童
屈光发育档案，通过制

订学生屈光不正筛查的
地方标准规范屈光筛

查、应用“互联网”平台
方便学生家长获得全程

视觉健康服务，至今已
累计为 232.2 万名 4-18 岁儿童

青少年筛查建档，筛查服务 500.6

万人次。

国
内
首
个
非
接
触
式
眼
保
健
操
发
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