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上海高值医用耗材
集中采购开出“第一标”

    今天上午，“宜居新城镇 乐

业家门口———浦东新区‘就业扶
贫行动日’主题服务活动（金桥专

场）暨 2020年金桥镇再就业人员
专场招聘会”、浦东新区“家门口”

创业服务主题活动在金桥劳动力

市场举行。现场 44家用工单位推

出 600多个就业岗位，吸引不少

求职者前来。
杨建正 摄影报道

    本报讯（记者 姜燕）近日，《长

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重

点跨界水体联保专项方案》（下文简
称《方案》）正式印发。上海、江苏、浙

江将建立联合河湖长机制，对重点
跨界水体实施联合监管、联合检测、

健全数据共享、联合防控等举措。昨
天下午召开的太浦河水资源保护省

际协作座谈会上，太浦河水资源保
护省际协作机制工作方案及相关水

质预警联动方案也同步印发。

一个亮点
《方案》明确，根据一体化示范

区和协调区的范围，共 47个河湖纳

入重点跨界水体范围，包括青浦、嘉
善、吴江三地交界河湖 1个，青浦、

嘉善交界河湖 20个，青浦、吴江交
界河 11个，嘉善、吴江交界河湖 14

个，青浦、昆山交界湖泊 1个。

建立联合河湖长机制是此次
《方案》的一大亮点。2020年，太浦

河、淀山湖、汾湖及元荡等“一河三
湖”将完成联合河（湖）长制的建立

工作。日常管理实行轮值制，原则上
轮值期为一年。轮值期间牵头单位

至少组织一次联合河（湖）长共同巡

河，研究确定联合河（湖）长制目标
任务，共同解决重大问题、推进重要

工作。其他重点跨界水体，由相关地
市参照“一河三湖”的模式，2020年

完成联合河（湖）长制的建立工作。

三地共治
在执法方面，《方案》指明三地

将建立协同联合执法会商机制，对

重点跨界水体区域内入河排污口、
污水处置设施等开展跨区域联合执

法和巡查。
在监测和数据共享、联合防控

方面，三地都将“手牵手”，形成水环

境监测一张网；进一步建立完善示
范区统一的监测数据共享和管理平

台；共同落实跨界水体河湖长效管
理工作，探索推广上下游、左右岸、

跨界水体连片养护，充分发挥河湖
养护的整体效益。

今后，三地还将聚焦示范区水
资源、水环境、水生态核心问题，以

“一河三湖”为重点，建立系统联保
共治机制，并在示范区跨界水体管

理保护领域逐步推广。

水质预警
《方案》还明确太浦河水生态保

护和管控策略，强化重点区域空间

管控。昨天下午召开的太浦河水资
源保护省际协作座谈会上，苏州、嘉

兴和青浦三地的生态环境和水利
（务）部门负责人分享了几年来协作

中的收获与不足，指出信息和数据共

享机制仍有欠缺、治理标准和规范尚
不统一、协作内容广度不够、水资源

调度和水质预警有待加强等问题。
而当天发布的《太浦河水资源

保护省际协作机制工作方案》及相
关水质预警联动方案也针对以上痛

点作出新的规定。修订后的《水质预

警联动方案》重点补充了太浦河全
部干支流自动监测信息实现共享

后，结合水雨情的监测预报，利用太
湖局组织研发的太浦河水质动态模

拟系统，模拟太浦河闸调试决策，提
高太浦河水质预警预报的准确性。

并要求各成员单位从区域降雨、工
程调度和水质状况等方面开展预警

预报，一旦出现情况，随时通过微信
工作群发布预警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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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机器各司其职
“浪卡”在南海掀起狂风巨浪，

送来瓢泼大雨，但搭载着设备的无

人机却勇往直前。中国气象局上海
台风所副所长汤杰介绍，这 5架无

人机携带了包括气象雷达、激光测
风雷达、光电侦察吊舱和温湿压探

测器等多种气象探测“利器”，系我

国首次完成多架次无人机和有人机
协同观测，并成功进入台风环流内

部进行观测科学试验。

据了解，无人机“战队”中，“主

攻”台风外围 300米以下区域的悬冀
式无人机、“负责”台风内核区 500

米以下区域的“飞镖式”无人机和
“紧盯”台风登陆前、后 1公里左右

的低空无人机，成功获取台风登陆
过程中低空不同层次、距台风中心

不同距离外的风温压湿秒级观测数

据；中空无人机主要完成台风登陆
过程下投探空廓线、机载激光雷达

测风及洋面风浪的高分辨率观测；

“特殊成员”火箭弹观测的是台风登

陆时 12km以下的下投探空廓线。

“见缝插针”穿越风圈
和台风相比，无人机身形甚为

“娇小”，如何确保它逆风前行顺利

飞入台风中心？“只能见缝插针！”作
为无人机飞行路径总指挥的汤杰

说，台风中心并非都是大风大雨，反
而非常平静，但要进入这个“平静

圈”就要先穿越近中心的风圈，这次

飞入台风中心的无人机是从高层静
风区直入中心的，“和风和日丽的平

原相比，观测台风的无人机操控有

信号延迟，而且台风登陆前后外围
风雨最甚，无人机飞行确实风险重

重。这时候如何选择路径、提前做好
研判，就全靠台风研究人员的经验

了。”除此之外，“追风小组”还做好
了两手准备，“有一架无人机是‘自

杀性’的，做好有去无回的准备”。

立体“扫描”台风数据
上海台风所的“追风小组”组长

赵兵科说，台风内核精细结构观测

资料的不足，一直是制约我国当前

台风预报能力的重要瓶颈，这和我

国长期缺乏有效的适用于台风恶劣
环境的直接观测平台不无关系。“本

次地海空天多平台协同观测科学试
验，正是为了解决这一难题而来，打

造起了一张立体的观测网，对台风
数据进行‘立体扫描’。”

除了无人机在本次观测中“立

下大功”，无人艇、追风车等也表现
“突出”。试验中，无人艇成功获取台

风过境前后近海海-气界面的风温
压湿及海水温度和盐度的完整观测

资料。从上海“远征”的台风所追风观

测车，除成功获取台风登陆过程的完

整风廓线资料和臭氧探空外，还在
国内首次实施了台风“二次探空”

（即探空气球爆裂后探空仪下落过
程中弹射出小降落伞形成下落探

空）试验并获成功，首次调用中国气
象局的 FY-4卫星及协调高分系列

对台风区域连续加密观测。香港天文

台则使用有人飞机，在毗邻区域对
台风实施穿越下投探空协同观测。

记者了解到，针对同一个台风，
利用包括卫星、火箭弹、多款（有人

和无人）飞机、无人艇和追风车等多
观测平台，进行地海空天一体化协

同观测，这在我国尚属首次。此次观
测试验在获取大量宝贵数据的同

时，也证明了我国多平台协同的台
风观测科学试验的可行性。未来，随

着我国台风多平台协同观测机制的
建立和完善，将为我国乃至亚太各

国防台减灾提供更好的一手直接观
测数据支撑。

本报记者 马丹

我国无人机首次飞入台风内部
上海专家南海追风“浪卡”获取第一手观测资料

    本报讯（记者 孙云）昨天，上

海杨浦区与浙江台州市政务服务跨
省通办正式启动，杨浦-台州政务

服务专窗双向互通后，户口迁移、公
证服务、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员异

地就医费用报销等首批 22个事项
实现异地办理。

据统计，目前有 30余万名台州

人在沪工作生活，台州人在沪创办
的 3 万余家企业在 2019 年创利

4000亿元、上缴税收 100亿元。同
时，申能等一批上海企业开始在台

州设立分公司，并有越来越多的上
海市民去台州旅游。随着长三角一

体化发展，两地之间的交流更加密

切，对跨省政务服务的需求也不断
增加。

即日起，在长三角地区政务服
务“一网通办”27项服务事项的基

础上，两地创新推出了第一批杨
浦-台州政务服务“跨省通办”事项

清单，涵盖 6大领域、22个事项，主

要涉及个人户口迁入迁出，社保医
保登记、转移和查询，个体工商户登

记、变更和注销，食品经营许可新办
及新生儿出生一件事等高频事项，

建立了“以全市通办为基础，以长三
角通办为主体，以和上海杨浦区及

若干外来创业人员户籍地多点通办

为补充”的跨区域通办工作体系。
推进与企业发展、群众生活密

切相关的高频事项“跨省通办”，是
深化“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

的重要举措。有了“跨省通办”，两地
群众办事不用跨省跑，不但省下时

间和路费，还获得大大的方便。例

如，杨浦区公证处受理市民的遗产
继承等案件后，需查询台州当地的

婚姻登记档案，过去需要公文往返
费时逾一个月，如今只需要通过两

地公证处异地查询、跨省通办，在
30分钟内就可以搞定了。

以往耗时一个月 如今只需半小时

杨浦-台州：22个事项异地可办

沪苏浙将建联合河湖长机制
对 47个重点跨界水体实施联合监管、检测、防控等

金桥：招聘会开在家门口

“2020 年 16 号台风‘浪卡’来袭，中心位
置距离海南省万宁市偏东方向约 740 公里，强
度等级为热带风暴，最大风力 8 级 18 米 / 秒
（约 65 公里 / 小时），中心气压 998 百帕……”
10 月 12 日 8 时，中央气象台发布台风黄色
预警。

与此同时，5 架装载着气象仪器的无人机

也在南海中北部（琼海附近）起飞，直入“浪卡”
腹地，获得第一手台风观测资料。

记者从中国气象局上海台风研究所了解
到，这是上海台风所联合海南省气象局和香港
天文台等、组织多家机构在南海中北部完成的
国内首次台风地海空天多平台协同观测，无人
机高空观测是其中一项重要任务。

    本报讯（记者 屠瑜）近日，上
海高值医用耗材集中采购开出“第
一标”。此次“第一标”选择的试点

品种为用于治疗白内障的眼科人
工晶体。通过优选临床主流产品，

纵向比较、横向平衡产品价差，引
入综合评分机制，以及合理确定带

量比例等方法措施，保证中选品种

的质量和疗效，在沪销售的 12家
企业有 27个临床常用主流产品参

与投标。

通过有效报价竞争，此次集中
采购共产生 2个中选产品，其上一

年采购量和医院覆盖面均高于全
市在用人工晶体类产品的平均水

平，均为临床常用主流产品，同比
2019 年本市同类产品最低采购

价，降幅分别为 69%和 75%。此

外，通过中选产品大幅降价的联动
效应，其他未中选产品的价格也明

显下降，其他主流产品降幅约

35%，本市医用耗材集中带量采购

的价格发现作用进一步显现，患者
费用负担将普遍降低。

上海是全国最早试点开展药
品带量采购的省市。带量采购是

国际上药品招标采购的通行做
法，是药品采购机构以公开招标

的形式，通过“打包”医疗机构零

散的采购量，以“团购”的方式向药
品供应商购买明确数量的药品，以

期减少流通环节、降低采购成本的
采购方式。

自 2015年起，上海借鉴国际
通行做法，结合实际情况，分 3批

对部分临床常用药试点带量采购，
依托“上海市医药采购服务与监管

信息系统”（简称 “阳光平台”），经
过公开招标，42 个中标药品在保

证质量和供应的基础上，价格均有
大幅下降，平均降幅超过 50%，目

前运行平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