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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文宏很享受自
己开车去公卫中心
手里端着银色保温杯，蓝色衬

衫兜里是黑边老花镜，这是张文宏

来开会的形象。他不近视，但记笔记
会戴上眼镜，只有这一刻才稍稍能

感觉到一丝“老干部”气息。
他是自己开车来的，一路上有

些拥堵，但好脾气的他并不焦虑，车

里放着叫不出?字的音乐，音量很
轻。他说其实很享受自己开车去市

公共卫生临床中心———几十公里
路，不用讲话，也不用听导航，正是

难得的放松时刻。来过多少次？张文
宏想了一想，“数不清，基本每周来，

还住过两个月，未来一段时间估计
还是这样的状态。”

会议室的桌子围成一圈，早来
的专家们陆续入座，下午 2点开始查

房讨论，没人迟到。“平时我们也一
直来，都是配对的，谁值班就来。今

天来得最多、最全。”张文宏一边对

记者说，一边走到窗边，拉开窗帘，
和儿科医院感染传染科主任曾玫

一起欣赏了一下窗外的郊野秋色。

专家们相比年初
“气定神闲”了不少

查房开始，大屏幕画面切到病
房。里面的医生开始汇报患者情况。

查房讨论，需要重点关注的是新入
院患者、重型危重型患者，以及孕妇

等特殊人群。
仍在公卫中心的患者绝大部分

是轻型和普通型。每个“重点对象”过

一遍，包括治疗方案、效果，以及患者
的情绪、胃口等。专家各抒己见。

“这个病人有 2?多高，把他的
床尾栏杆拆了，还要再接一段，想办

法让他睡得舒服点。”
“为什么要给患者用这个药？她

的肠胃有问题吗？”
“这个病人，我觉得他后期化湿

的药可以少一点。”

相比年初，专家们“气定神闲”
了不少，分歧固然存在，但语气已不

像疫情早期那样急切，嗓门也轻了
不少。组长张文宏除了发表意见，更

多地承担“串场”作用，总结并调节
一下氛围。

讨论一位重型患者时，张文宏

说：“这位患者发病 9天了，一开始
都很担心，现在看情况是可控的。她

并没有像胡必杰主任担心的那样
‘一天一个样’，现在是‘两天一个

样’，说明治疗方案是可以的。”

“上海方案”是不
断摸索总结出来的

组长说这句话的底气，源于 8

个多月的共同努力。“上海方案”被

证实有效，也是专家们在不断摸索
中总结出来的。对现在这批患者来

说，营养、中医药、对症治疗这“三板
斧”，已得到了专家们的认同。公卫

中心党委书记卢洪洲说，除中药外，

现在的用药方案概括为“四素一
肽”，即科学合理使用激素、肝素、维

生素、干扰素、胸腺肽。
“现在的方案与早期相比，又有

了一些不同。一些药物不用了，治疗
方案肯定是不断优化的，也更适合

病人的实际情况。”中山医院呼吸科

宋元林教授说。
让曙光医院呼吸内科主任张炜

教授感受特别明显的一点是，经历
了那么多风浪后，感觉很安心。“整

个团队齐心协力，我专注做好自己
的那一部分就行了。”张炜说，一位

乌克兰籍的患者，起初觉得汤药太
苦，不肯吃，看到其他病人效果好，

加上中医师不断沟通，最终也同意
服药，病情好转了起来。那天，瑞金

医院急诊科主任毛恩强教授请假没
来，张炜说他十分“想念”毛主任，因

为毛恩强和他一样，也特别注重让
腹胀的病人通便。

肺科医院党委副书记徐金富教

授，也是疫情初期就被“招聘”上岗的。

他说，境外病人病情大多不是很重，
几乎没有达到“肺炎”的标准，但身为

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专家，他也会
认真分析病例，“我们要做的，是尽可

能地让这些病人避免进展到重型。”

长假在工作中度过
也已习以为常了

查房节奏紧凑，但气氛不紧张。
疫情后的首个国庆长假在工作中度

过，大家好像也习以为常了。互相询
问假日安排，无非是值班、查房、开

会，做课件，以及抽那么一点点时间
陪伴家人，内容高度一致。

现场有人开玩笑，“以前没想

过，做我们这行的，最后是拼体力。”
“文宏体力最好，他不睡觉的。”“刚

刚文宏差点睡着了，我想拿手机拍，
他突然抬头了！”

查房后是对近期医疗工作的总
结，散会天色已晚。一群人下楼，中

山医院感染病科主任胡必杰与大家
告别，先出了电梯。他要去自己的

“房间”看看。疫情最艰难的时候，专
家们住在公卫中心，一驻扎就是 2

个月。
时光穿越磨难，也见证重生。公

卫中心为专家们保留房间已 8个多
月。只要他们一直来，房间就会一直

保留，直到疫情真正结束的那天。
首席记者 左妍

本报记者独家记录长假期间上海市公共卫生临床中心大查房

张文宏“心定”，专家也不“吵架”

    根据《上海社会治理“十三五”

规划》明确的社会治理领域未来发
展目标任务，上海这座超大型城市

的社会治理更加有活力，社会组织
发展更加健康，社会治安综合治理

体系更加完善，城市运行更加安全，
人才成长环境更加优化，正在倾力

打造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美好社

会生活共同体”。

“一网通办”

办事越来越方便
居住在黄浦区的唐阿姨，户籍

在远郊区，以前她办理一些事项，需

要穿越大半个上海，耗时费力。自从

有了全市社区事务“一网通办”后，
唐阿姨就近即可快捷办理。

作为上海的政务服务品牌，
“一网通办”自 2018年 10月 17日

正式开通以来，已接入服务事项
2341项，个人实?用户数达 3200

?，日均办结量超过 10?件，“全

程网办”能力达到 84.4%，“最多跑
一次”能力达到 95%，市民和企业

办事越来越“像网购一样方便”。据
上海大数据中心介绍，目前上海“一

网通办”实现办事时间总体减少
59.8%，办事材料总体减少 52.9%，

好评率达到 99.7%。
在今年的抗疫战斗中，上海牢

牢牵住政务服务“一网通办”和城市
运行“一网统管”这两个“牛鼻子”，

聚焦“高效办成一件事”和“高效处
置一件事”，进一步提升了城市治理

能力和水平。随着复工复产复市平

稳推进，口罩与“绿码”成了出门标
配。2月 17日，以红、黄、绿三色标

示用户健康风险状况的“随申码”上
线。最新数据显示，“随申码”已累计

使用 12 亿多次，累计用码人数
3400?余人。

养老幼托
“急难愁”不断改善
国庆放假，不少街镇老年人助

餐服务中心的工作人员和志愿者，

却在忙着给有“刚需”的老人家中送
餐……截至 2019年底，上海已累计

建成 1020个老人助餐服务场所，其
中社区长者食堂累计建成 210家，

集中用餐的老年助餐点共有 810

个，全市日均老年供餐量达 10.1?
余客。上海还在全市街镇、居村建立

了 1900家“社区养老顾问”点，拥有

养老顾问 2746?，去年总计服务

15?人次，实现了线下、线上、空中
（电台）多方位覆盖。

近年来，上海瞄准养老、幼托、社
区服务、环境改善等“急难愁问题”发

力，连续多年持续开展政府实事项
目，不断改善民生服务水平和社会福

祉，市民群众的获得感和满意度显著

提升。2018年度，上海市政府实事项
目的总体社会满意度为 91.02分，比

2017年提高 0.11分，再创近年新高。
对上海近 5年的跟踪调查数据也表

明，幸福感、安全感等主观民意指数
得分处于较高水平。

“对症下药”

社区精准服务
石门二路街道华沁居民区有一

棵野蛮生长的腊梅树，一直以来都让

居民们很头疼，横生的树枝有时会触

碰到进出居民的衣服，大家走路得小

心翼翼，希望能够及时修剪。居民反
映的这件小事，华沁居委会通过一个

叫做“社区分析工具”的“数据包”调
查了解后，马上协调相关单位、部门，

很快就满足了居民的愿望。
为推动居委会标准化建设，实

现社区精准服务，2017年，静安区

民政局从了解社区着手，分析社区
着眼，解决问题着力，创新研发了一

套“社区分析工具”，让该区 266个
居委会派上了大用场，精准客观地

找出社区的共同需求，“对症下药”
式解决实际问题，受到居民的欢迎

和好评。
创新社会治理做法和载体，构

建社会治理新格局，是上海促进社
会治理在高效化、实效化中实现精

细化方面狠下的功夫。
   本报记者 江跃中

打造“美好社会生活共同体”
人人尽责 人人享有

今天，华山医院感染科主任张文宏教授又出现在上海市公共卫生临床中心。长假里，
这已经是他第三次来公卫中心。就在 4 日，他和上海其他医院的多位专家齐聚防控楼，对
重点病人进行大讨论。本报记者独家记录了这场近期规模最大的查房。

国庆长假里，被周边
居民称誉为“第二个家”的
普陀区 10 个街镇的 28 个
网格化综合管理服务片区
全部对外开放，从家门口
出发步行 15 分钟即可到
达。这是“十三五”期间，上
海践行“人民城市人民建，
人民城市为人民”理念、积
极推动社会治理发展的一
个缩影。

荨▲ 专家们在上海市公卫中心视

频查房、探讨治疗方案 范忭忭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