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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讯（首席记者 连建明）尽管中秋小
长假期间海外股市出现较大波动，但昨天上证
指数却是低开高走收出红盘，而且昨天 A股

诞生了新纪录———昨天沪深股市成交额达
1.15万亿元，这样，两市成交额已连续 44个交

易日超过 1万亿元，打破 2015年 5月至 7月
连续 43个交易日成交额超万亿元的纪录。

本周一，亚太和欧美股市都出现较大幅

度的下跌，受此影响，中秋节后第一个交易日，

A股全线低开，上证指数以 3563.21点低开，

但开盘后大盘一路反弹，上证指数午后翻红，
最终报收 3628.49点，上涨 14.52点。但深证成

指和创业板指数分别下跌 0.57%和 0.91%。
市场更为关注的是沪深股市成交额连续

44个交易日超万亿，打破 2015年的纪录。对
于近期 A股市场持续万亿成交额，研究机构

普遍认为，主要是公募基金和外资机构调仓，

以及个人投资者不断入市。

现在的万亿资金和 2015年万亿资金来

源完全不同。2015年大量杠杆资金、场外配资
推动股市暴涨，这些资金撤退后，导致股市暴

跌。但现在万亿资金，主要来自机构，是稳定的
长期资金。机构投资者已占据主流。从基金看，

2015年底公募基金规模仅 8.4万亿元，截至今
年 7月底，公募基金管理资产规模高达 23.5

万亿元，私募证券投资基金规模也达 5.5万亿

元。截至 6月底，各类基金产品持有股票市值

10.8万亿元，占 A股总市值的 12.5%。

另外，社保基金、养老金规模增长速度也非
常快。还有外资规模也远远高于 2015年，今年

前 8 个月，北上资金累计净流入 A 股达到
2613.28亿元，已超过去年全年的 2089.32亿

元。2015年 5月底沪深股市的总市值为 50

万亿元，现在为 88万亿元，市值大幅增加，机

构力量增强，成交额增加属于顺理成章，万亿

成交额以后可能成为常态。

沪深两市打破 2015年纪录 高成交额可能成为常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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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费口腔义诊通知
全市招募松牙、缺牙患者，资深口腔修复专家现场咨询
    牙齿陆续松动、脱落，但不少叔叔阿姨并不会特别上心。“人上

了年纪松、掉几颗牙是正常的，但没想到这几年越来越严重，平时吃

饭只能吃点豆腐脑、小米粥、鸡蛋羹啥的。”排骨、酱肘、鸡腿的味道？

松牙的叔叔阿姨恐怕早就忘记了。

过去很多松动牙患者采用的是旧式修复方式，利用钢丝依

托健康真牙来固定假牙，对余留真牙的要求高，受力完全依赖自

己的好牙。

很多松牙的中老年人口内松动程度都在 2-3度之间，符合

保留条件，只需要先进行系统的牙周治疗，再用无挂钩覆盖义齿

技术将松牙再固定，无需拔牙。

石 欢 口腔修复科 主任
擅长残根固定，牙周治疗技术，单颗种植，全口覆盖义齿修复，能针对

不同牙位设计个性化方案，实现快速精准治疗，轻松恢复健康牙齿。

学术任职： 中华口腔医学会会员、ITI国际口腔种植学会会员、 瑞典

Nobel认证种植医师、韩国 Dentium种植系统特训医师。

■资深中老年口腔专科修复医师
义诊备案号：黄卫登字（2021）第 001304 号、001305号

预约报名热线：021-

52921706
义诊单位：上海美冠塔诺金口腔门诊部
义诊时间：2021 年 9月 27日、28日

邂逅 潘高峰

    本报讯 综合新华社消息：国家卫健委

23日通报，9月 22日 0-24时，31个省（自治
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报告新增确

诊病例 43例。其中境外输入病例 15例（云南
5例，天津 3例，上海 2例，湖北 2例，广东 2

例，辽宁 1例）；本土病例 28例（福建 20例，

其中厦门市 17例、莆田市 3例；黑龙江 8例，

均在哈尔滨市）。无新增死亡病例。新增疑似

病例 2例，均为境外输入病例（均在上海）。
当日新增治愈出院病例 37例，解除医学

观察的密切接触者 499人，重症病例与前一
日持平。境外输入现有确诊病例 511例（其中

重症病例 4例），现有疑似病例 4例。累计确
诊病例 8883例，累计治愈出院病例 8372例。

截至 9月 22日 24时，据 31个省（自治
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报告，现有

确诊病例 990例（其中重症病例 14例），累计

治愈出院病例 90268例，累计死亡病例 4636

例，累计报告确诊病例 95894例，现有疑似病

例 4例。累计追踪到密切接触者 1183674人，
尚在医学观察的密切接触者 17612人。

黑龙江省卫健委 23日发布，9 月 22 日
0-24时，新增新冠肺炎本土确诊病例 8例

（哈尔滨市巴彦县 7例， 哈尔滨市南岗区 1

例）。截至 9月 22日 24时，黑龙江全省现有
新冠肺炎本土确诊病例 11例。

    昨天，路过南京西路石门一路路口，偶然

一瞥， 看到星巴克烘焙工坊门前的花坛里，竖
着一块碑。

好奇走近一看，上面写着“中共中央政治
局联络点遗址， 石门一路 336弄 （柏德里）9

号”， 下面数行小字， 介绍了遗址概况：1927

年 9月下旬，中共中央机关陆续迁回上海，这

里是最早建立的中共中央政治局联络点之

一，周恩来和邓小平几乎每天到这里办公，中
央各部和各地党组织常派人前来请示工作。

寥寥数语，让人意犹未尽。这个身处闹市，

只余一块碑、几句话的红色遗迹，究竟藏着怎

样的故事？ 上网一查才弄清由来。 原来，1927

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革命形势逆转，汪

精卫等控制的武汉国民党中央召开 “分共”会
议，决定同中国共产党决裂。险恶局势下，中共

中央决定将领导机关迁回上海，指示中共江苏

省委租下同孚路柏德里 700号，成为最早建立
的中共中央政治局联络点之一。 当时，这里看

似一座极为普通的上海石库门里弄住宅十分隐
蔽。时任中央政治局常委、军委书记、组织部长的

周恩来和中央秘书长邓小平几乎每天到这里的
客堂楼上办公。 机关事务性的问题由邓小平直

接处理，政策性的问题由周恩来亲自处理，重大
问题则交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决定。

1982年 5月，这处旧址由原中共中央秘
书处工作人员黄玠然和张纪恩寻访确认，当

时的弄堂口还保留有“柏德里”字样。 可惜后
来因市政建设，原建筑被拆除。

这次街头“邂逅”，让人格外感慨。 今年是
党的百年华诞，此前在采访中也了解到，作为

党的诞生地， 上海全市现存各类红色资源 612

处，包括旧址、遗址近 500处，纪念设施 100多

处。 通过“遗址竖碑、旧址挂牌”，这些红色资源
被越来越多的人所了解。 这处“中共中央政治

局联络点遗址”正是其中之一。

90余年光阴飞逝，昔日白色恐怖笼罩下

的革命斗争故地，已成为上海最繁华、最时尚
的商圈，这变化是何等让人神往。 伫立碑前，

遥想先辈浴血奋战，再看街头人流熙攘。这一
切，正是先辈们期盼的未来。

    “张代表好！小区有很多楼栋都符合条

件，但目前只成功加装了一台电梯，我们都
希望政府出台更好的政策，让更多楼栋加装

电梯！”“好的，我会尽快把意见反映上去……”
9月 17日下午，上海市人大代表、普陀区疾

病预防控制中心主任张宇艳，再次来到长征
镇居民小区舒诗康庭，听取戈先生等选民的

意见建议，还和居民们一起实地察看加装电

梯现场。经常深入基层、一线走访调研，是张
宇艳履职的主要方式，她的眼睛总盯着那些

“短板”，了解问题的症结后，就会写出具有
针对性的代表建议、议案和专题调研报告

等，为补齐短板出谋划策。

调研扬招点提出建议
在一次代表下社区活动中，居民反映老

人打车很难，扬招点找不到，好不容易找到

了扬招点，又看不到车子来。老人出行难引
起张宇艳的关注，她多次到各扬招点进行实

地观察和体验，发现出租车候客点、扬招点
的使用与运营还未形成系统化、常规化，市

民也没有养成利用扬招点打车的习惯。为

此，她撰写《换个“角度”，让出租车扬招点更

方便实用》建议，希望将扬招点招牌的方向

全部调整为垂直于道路和行进方向，方便出
租车驾驶员和乘客看到。扬招点招牌仍保留

原来的有灯箱设计的款式，加强维护。大力
宣传固定扬招点的好处，尤其是让老人、孩

子、外地来沪人员等更好利用。
前阶段，市交通委会同交警部门召开专

题调研会，听取市民和人大代表的意见，就如

何提升现有扬招点的利用率和便捷性等问
题，寻求解决方案。张代表对此充满期待。

关注疾控人才等问题
在疾病预防控制战线打拼多年的张宇

艳，遇到最头痛的问题是人员招聘困难，流

失严重，结构失衡。在张宇艳看来，疾控机构
在保障城市公共卫生安全、助力经济持续发

展上，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力量要

不断得到加强”。她在《关于加强本市疾病预
防控制机构人才队伍建设的政策建议》中，

提出了如何“强队伍”的思路。
有关部门在建议办理答复中表示，将继

续调整包括疾控机构在内的本市事业单位
绩效工资水平；动态调整各级疾病预防控制

机构的编制配备，逐步保障到位；各高校增

加本市医学院校预防医学、卫生检验专业本
科学生的招收和培养数量。

“开通上海市回民公墓新老墓区间专线
车”“将非免疫规划疫苗纳入本市医保支付

范畴”……当人大代表 4年来，张宇艳先后
提交 10多件建议，她还参加了多项专题调

研和立法调研等活动。
参政议政走在前，做好本职工作，张宇

艳也是身先士卒。去年新冠疫情发生后，张
宇艳以单位为家，每天都工作 16个小时以

上，带领疾控中心团队奋战疫情。今年接种
疫苗工作开始后，张宇艳加班加点、细致服
务，为完成目标人群疫苗接

种第 2 剂次任务作出贡献。

“要让新冠疫情远离我们，打
疫苗至关重要。”她这样鼓励

居民积极种苗。

本报记者 江跃中

    本报讯（记者 孙云）昨天，杨浦区发布

一项有温度的指数：“温暖指数”。区民政局
相关负责人表示，这项在全国创新推出的指

数将及时、准确、高效地监测杨浦区社会救
助工作成效，反映全区社会救助工作的规范

性、创新性，进一步提升困难群众的获得感、
幸福感和安全感，让城市变得更加温暖。

今年 6月，上海市出台《改革完善社会

救助制度实施意见》，要求健全困难对象主

动发现、精准识别、需求评估和精细服务机

制，构建应对相对贫困的救助帮扶体系，助
推社会救助事业高质量发展。据了解，“温

暖指数”监测体系是杨浦区民政局为全力
推动社会救助数字化转型，加快建立智慧

救助模式，联合社会救助领域专家共同研
究设计，是我国社会救助领域第一个具有数

据支撑的工作评价体系，将助力打造共建共

治共享的超大城市民政治理“上海模式”，为

破解制约社会救助工作可持续发展的瓶颈

构成理论依据、制度依据和现实依据。
杨浦区社会救助“温暖指数”监测体系

昨天启动后，杨浦区将充分运用大数据主动
发现“沉默的少数”，积极推进“物质+服务+

心理”的多元化救助，加快构建“温暖杨浦、
智汇救助”的社会救助新模式，着力构建“政

策找人”精准救助机制，努力展现杨浦特色，

贡献杨浦智慧。

昨新增 28例新冠肺炎本土病例

盯短板勤调研 让百姓得实惠
———记上海市人大代表张宇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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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浦首创“温暖指数” 精准救助困难群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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