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抗疫英雄走进“开学第一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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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生意义何在乎？为人群服

务。服务价值何在乎？为人群灭除病
苦。”在悠扬的院歌歌声中，800余

名新生昨日作为复旦大学上海医学

院和克卿书院的新成员，正式开启
了他们的医学之路。

最近几日，沪上医学院校迎来

了 2020级新生，他们之中不乏高分

考生、医二代甚至医三代。经历一
场疫情，这批有志学医的优秀学子

对学医的信念更坚定了。面对即将
启程的求学生涯，如何对医学科学、

对医学事业有更深刻的认识？沪上
医学院在新生开学日，纷纷开出了

特别的思政课。

“克卿”二字，取自上海医学院

创始人颜福庆先生的字。93年前，
颜老院长与一群爱国教师创建这

所中国第一所国人自主创办的医
学院……复旦大学常务副校长、上

海医学院党委副书记、院长金力将
上海医学院在将近一个世纪的发展

史娓娓道来，希望新生们感受先辈

始终与国家同呼吸、共命运，始终怀
抱家国情怀，贡献医者力量。

回望历史，是为了更好地前行。
在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新生观看

以国家最高科技奖获得者王振义院
士为原型创作的大师剧《清贫的牡

丹》，是一项传统。但疫情常态化防

控仍在进行，舞台剧也因此搬上屏

幕，656名新生观看了录像。这是上
海交大医学院思政教育情景课堂的

内容之一，王老同科室的后辈、附属
瑞金医院血液科许彭鹏和薛恺两位

医生也来到课堂，讲述着那些“传承
的故事”。

而在上海中医药大学，刚在全

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表彰大会上获
得表彰的“全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先

进个人”王振伟登上了“第一课”的讲
台，他是上海首批市级医疗救治中医

专家，也曾加入第四批国家中医医疗
队，把对新冠肺炎患者进行中医药介

入治疗的“上海经验”带到武汉。“无

数次换上隔离服，我们都做好准备可

能不能再脱下，无数次走进病房，我
都在想，这会不会就是最后一次。”他

的这些话语让在场师生感动不已，言
传身教是最好的教育方式。

“或许，这些类似的英雄身影曾
在某一时刻烙印成你心头的坐标，

指引你们进入这所校园。”上海健康

医学院院长黄钢向新生们细数，把
防护服当婚纱，把疫情区当蜜月地，

举行不平凡“战地婚礼”的于景海校
友，安装雷神山医院首台 CT、安装

无创呼吸机 200多台的丁伟和丁锦
校友，带领 44名“健康小橘子”在上

海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开展新冠流

调追踪排查志愿服务的退休教师傅

向东等“上健医人”的故事，希望大
家找准“航向”。

“国有大疫，更有大医；白衣披
甲，国运所系！你们赶上了一个医者

责任重于泰山的时代，国家从来没
有如此信任、如此重托又如此尊敬

你们即将从事的行业。属于你们的
时代已呼啸而至，相信你们绝不会

辜负。”正如中国科学院院士、上海
交大医学院院长陈国强对新生所

言，当新生穿上象征身份与职业的

白袍，举起右手郑重许下医学誓言
时，责任与使命、理想与信念也回荡

在课堂。 本报记者 易蓉

    知乎热榜上有一个

话题，问的是：家里穷应
该读大学吗？ “题主”说

家里贫困， 还有一个要
读初中的妹妹， 所以纠

结。回答很暖，“清一色”

鼓励“题主”读大学，网

友们提到， 在国家、高

校、社会等多方支持下，

对家庭贫困大学生的帮

扶甚至前置到拿到录取

通知书的那一刻。

早在十余年前，高
校就开设绿色通道帮

助新生在报到前提交
学费减缓等申请；入学

后新生还能够申请助
学贷款、 各种奖学金、

助学金，也能通过勤工助学岗位获
得一定的劳动报酬。 近年，一些高

校的帮扶工作更加温暖细微，暑期
就通过家访提前了解新生实际困

难，有的还送上报到交通补贴。 也
就是说，家庭困难的学生完全可以

通过一系列帮扶举措，实现自强自

立，安心求学。

令人心酸的不是“穷”，而在于
仍有学子萌生“因为穷，所以不应

该读大学”的想法。 还有，躲在这样
的想法背后，那几乎未曾建立的信

心。 我想起了去年清华本科生毕业
典礼上发言的女生张薇。 她来自甘

肃一个相对贫困的县城，高中时第

一次去省城参加物理竞赛，她甚至

没有见过那些实验仪器，当她终于
找到仪器开关， 实验时间已经结

束，那是她第一次深刻体会教育的
悬殊。 由于基础薄弱，她的大学四

年，毫不轻松，学习、运动、社团活
动等频繁遭遇的失败常常令她陷

入自我怀疑。

知乎的回答里有人说， 别让家
庭困难成为不努力的借口。 的确有

一些来自小镇或县城的名校毕业
生，也自嘲式地为自己贴上了“小镇

做题家”的标签，他们觉得自己见识
有限、素养不够，只会埋头苦读，无

法换来理想的生活。

何为成功？何为理想的生活？每

个人有不同的答案。 但引起共鸣的
认同是：努力做着热爱的事，获得满

足与自在。

大学， 是否能为每个学生找到

这份热爱， 是否能够帮助每个学生
积累靠近它、投入它的能力，从而建

立起自己健全的人格， 这其实比什
么都重要。

    本报讯（记
者 马丹）申城近
日浸泡在雨水

中，降水一波接
一波。虽然今天

白天雨势暂歇，
局部区域出现分散性降水，但是，雨水

“连连看”并没有结束，暴雨今夜来袭。
据上海中心气象台消息，受低涡切变

线影响，今天夜里起，本市转为阴有阵
雨或雷雨天气，主要降水时段将出现

在今天下半夜到明天夜里，过程累积
雨量 50-80 毫米，局部地区 90-120

毫米，达到暴雨级别，最大小时雨强

20-40毫米，并且伴有雷电活动。
周五起，受冷空气影响，本市雨水

按下“暂停键”，转为阴到多云天气，气
温也会随冷空气抵达小幅下降，最高

气温将跌至 22℃，双休日将以多云为
主，气温略有回升，预计在 18-28℃。

但是，下周初，本市又将开启阴雨“模
式”。为何近日雨水频频现身？气象专

家说，主要是受冷空气东移南下和副
热带高压边缘暖湿气流的共同影响。

受冷空气和频繁阴雨共同影响，
本周全国大部地区气温较常年同期相

比偏低。一般白露节气，夏秋分界线通
常会推进到淮河沿线，华北中南部、黄

淮一带通常也都是在白露节气期间入
秋。根据目前的预报，未来 10天冷空

气活动频繁，秋天正在稳步向南推进，
京津地区很有可能在这次降雨降温过

程中进入气象意义上的秋天。对上海
来说，近期处于季节交替时节，天气会

变得舒适起来，早晚凉意更浓，但是秋
天尚未“抵达”，还需等一等。

    本报讯（记者 左妍）办理

婴儿出生证明、户口申报等不
用再东奔西跑啦！市卫生健康

委昨天传出消息，婴儿出生后
《预防接种证》发放及信息关

联、《出生医学证明》签发、出生
登记（户口申报）、新版《社会保

障卡》申领及产妇生育保险待

遇申领等 10项事务，在办理流
程上实现“一表申请”“一网受

理”“一体反馈”。
为深入推进“一网通办”，

大力推进业务流程革命性再
造，根据 2020 年上海市深化

“一网通办”改革工作相关要
求，市卫生健康委会同市公安

局、市医保局、市税务局、市民

政局、市档案局和市大数据中
心等部门，扎实有序推进出生

“一件事”。
对照“一次告知、一表申

请、一口受理、一网办理、统一
发证、一体管理”业务流程再造

的总体要求，出生“一件事”将

卫健、公安、医保、社保等部门
单独办理的事项整合成群众办

理的“一件事”，通过搭建出生
“一件事”主题办理模块，以“数

据跑路”代替“群众跑腿”，大幅
精简办事材料、环节、时间和跑

动次数，全面提升群众办事的
满意度和获得感。

凡在本市助产机构出生

（含在家中、途中分娩后即送往
助产机构），且父母双方均为上

海市家庭户籍，符合随父、随母
落家庭户条件，一周岁以内婚

生婴儿和产妇，均可在线办理
出生“一件事”。

目前，婴儿母亲可实名登

录“随申办”App，选择“出生一
件事”主题进行办理。“随申

办”微信和支付宝小程序将稍
后上线此功能。在正式办理之

前，婴儿父亲需实名登录“随
申办”App 进行本人电子证照

（身份证、户口簿、结婚证等）授
权调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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沪上医学院校迎来 2020级新生

新手爸妈不用为婴儿申报户口奔波了

暴雨今夜来 周五最高22℃ 新民随笔丹
丹

看
天
气 双休日以多云为主，下周继续阴雨天

■ 诸光路上，路人撑着伞在雨中匆匆前行 杨建正 摄

婴儿>>>

? 《预防接种证》发放及信息关联

? 《出生医学证明》签发

? 出生登记（申报户口）

? 新版《社会保障卡》申领

? 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参保登记
? 《门急诊就医记录册》申领

? 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缴费及激活
产妇>>>

? 《生育医学证明（生产专用）》出具

? 享受生育保险待遇计划生育

情况审核
? 生育保险待遇申领

涉宝宝出生10项事均可在线办理
“出生一件事”10项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