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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新闻

记者从昨天举行的上海市居民健康素养
监测情况暨“群防群控中的健康促进能力建
设”项目成果新闻发布会获悉，2021年监测结
果显示，上海居民健康素养水平达到38.25%，
创历史新高，并且实现14年“连升”，提前达到
上海市卫生健康发展“十四五”规划的目标。
健康素养包含3个方面（基本知识和理

念、健康生活方式与行为、健康技能）和6个维
度（科学健康观、传染病防治、慢性病防治、基
本医疗、安全与急救、健康信息）。居民健康素
养水平是《“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和《健康
中国行动(2019—2030年)》的重要指标之一。
我国自2008年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居

民健康素养监测，上海市连续14年开展居民

健康素养监测工作，按照国家统一的问卷、调
查和分析方法开展全市性监测。2021年共调
查26268名15—69岁城乡常住居民，覆盖全
市16个区。与2020年相比，不同年龄段居民
健康素养水平都稳步提升，其中35—44岁年
龄段人群增幅最大，从 35.77%增长到
44.36%，提升了8.59个百分点。城乡居民健
康素养水平也都稳步提升，城市居民的健康
素养水平从37.43%提升到39.22%，提升了
1.79个百分点；农村居民从30.04%提升到
31.27%，提升了1.23个百分点，城市居民增幅
高于农村居民。
上海居民传染病防治方面的健康素养进

一步改善,2021年传染病防治素养水平达到

36.98%，较上年增长3.75个百分点，在健康素
养3个方面、6类健康问题中增长幅度最大。
监测结果显示，51.02%的居民掌握了处理咳
嗽、打喷嚏的正确方法，较上年增加2.8%；其
中知道咳嗽、打喷嚏时用手直接捂住口鼻是
错误的居民达到 56.14%，较上年增加
2.81%。80.77%的居民知晓出现发热症状及
时到医疗机构就诊，较上年增加1.59%；知道
出现发热症状后不能观察观察再说的居民较
上年增加0.46%。

2021年居民健康生活方式与行为素养水
平达到39.73%，较上一年度提升1.24个百分
点，尤其是健康饮食和慢病管理等行为改善
明显。57.91%的居民知道吃大豆制品的好

处，较上年增加3.55%。83.18%的居民知道
水果不能代替蔬菜，较上年增长0.69%。
64.71%的居民能够正确掌握吸烟危害的知
识，较上年增长0.17%。

市健康促进委员会办公室主任、市卫生
健康委副主任张浩说，上海市居民健康素养
水平实现14年“连升”，尤其是市民传染病防
护能力显著提升，健康行为和生活方式逐步
固化，夯实了疫情防控“大防线”，上海市民
三大健康指标进一步优化，市民平均预期寿
命84.11岁、婴儿死亡率2.30‰、孕产妇死亡
率1.60/10万，持续保持世界发达国家和地区
领先水平。

本报记者 左妍 实习生 计丹洁

居民健康素养水平创新高
实现14年“连升”,提前达到上海“十四五”规划目标

这几天，关于文庙的新闻引发市民关心，
而在更多人的心里，关于老城厢的记忆也涌现
出来，纷纷表示想去打卡，“再看一眼”。
其实，上海文庙早在去年10月8日就暂停

对外开放，开始实施修缮改造。网上热议的
“文庙要拆”这一话题，是指上海文庙周边的文
庙路街区旧改拆迁，也就是说老街上的各类小
店需要陆续搬离。
刨冰、香酥鸡、二手书市、模型玩具……这

些你我熟悉的小店迎来了或是搬迁或是重装
前的最后一个夏天。你曾在这里留下多少回
忆？让我们一起去用镜头去定格。

动漫小吃旧书市，念念不忘是

这三样

提到文庙，有三样东西是绕不开的——动
漫、小吃、旧书市。
从中华路的“上海文庙”牌楼走进来，可以

看到老街上许多店铺正在进行清仓甩卖，这其
中一半以上都是动漫模型店，豪杰模玩、田池
动漫、紫栖动漫……大大小小近20家，上海
“二次元浓度”最高的地方，名不虚传。
“听说附近马上要旧改了，手办模型店要

没了，赶过来买一波。”初三的杨同学觉得这里
是“比较宅”的动漫迷线下消费的“好地方”，最
开心的是拿着压岁钱来买心仪的模型。
“有的老板会搬去人民广场，有的老板会

去中庚这类商场，东西肯定会贵一些。”杨同
学说到最后感伤起来，“来文庙的日子应该会
变成记忆里特别的存在吧。”
年轻人除了来淘宝捡漏，也想再吃一口小

时候的味道。朱女士在老城厢长大，特意带着
老公来尝尝绿豆刨冰的滋味。
“谈恋爱没带他来过，现在赶紧来打卡！”朱

女士认为老街改造是时代所趋，“就像以前文庙
周末热闹的旧书市，十多年前小人书一块钱一
本，现在手机上翻翻小说更方便，也开心的。”

怀念简单的快乐，想要好好说

声再见

一路走，一路问，顶着烈日来文庙路打卡
的市民络绎不绝，“定格岁月”是大家口中的关
键词。

59岁的徐女士背着相机，她是为了因为疫
情无法回国的儿子而来。“儿子1989年出生，
高中大学经常和同学约在这里玩，他听到旧改
的消息很激动想再看看这里的样子。”徐女士
主动请缨，提出用相机替儿子“看上最后一
眼”，“我懂他的感受，是念念不忘的感觉。”
也有“80后”带着孩子现场来感受这份“念

念不忘的感觉”。舒先生今年33岁，和同学带
着儿子来怀旧，也算好好告个别。
“以前在陆家浜路的商业会计学校读书，

来这里买碟片、上网吧、看模型，现在小朋友不

会玩这些了，但也想让他们体会我们的快乐。”
舒先生表示过去自己也是“穷开心”，但那份快
乐既简单也纯粹。
置身繁华，独善其身。无论是这里风靡一

时的二手书市，还是大家记忆里透心凉的绿豆
刨冰，抑或是学生津津乐道的平价模型，上海
小囡在弄堂里留下了“穷开心”的日子，也在老
城厢度过了难忘青春。

未来此地会变成什么样子？据了解，黄浦
区已对整个老城厢以及周边制定了规划，其中
提到将依托豫园、文庙和慈修庵形成特色商
业、文化、旅游、办公核心，并与多个居住、商办
功能组团，通过历史街巷串联。老城厢将要华
丽转身，和记忆里的文庙道个别，期待与你再
相见！ 本报记者 萧君玮 张剑 董怡虹

通讯员 高雨

河南一女子谎称外卖吃

出铁丝，以此为由竟索赔177

次！对如此做法，商家表示

“真的很生气很委屈”。

不只是商家“很生气”，

此类“碰瓷”式恶意投诉，已

引发社会舆论的高度关注和

谴责。这名女子点外卖后谎

称吃到铁丝，发出带有血迹

的照片向商家索赔，结果被

发现是第二次用了同一张照

片。而后商家联系周边门

店，才知该女子竟已多次以

此为由“碰瓷”且屡屡得手。

最近媒体不断曝出类似

事件，看来各平台的投诉机制

确实不够完善，有漏洞才会让

个别素质差的消费者钻了空

子。从制度建设的角度，外

卖平台首先应该完善投诉机

制，维护商家合法权益，不能

把应对恶意投诉的难题留给

商家，甚至部分转嫁给在高

温天奔跑的“小哥”。

恶意投诉者不仅个人素

质差，往往也法律意识淡

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十五条赋

予消费者监督权，《电子商务法》第三

十九条也为消费者评价商品或者服务

提供了机会，但消费者如不能正确使

用自己监督权、评价权，同样也会受到

法律的制裁。去年，武汉一男子在6

个月内向平台恶意索赔115笔订单，

骗赔总金额近2万元。最终，法院以

诈骗罪判处该男子有期徒刑8个月，

并处罚金5000元。在2020年，深圳有

一女子连续以差评为由要求商家退款

或赔款，非法获利1420.53元，因涉嫌

敲诈勒索，被公安机关依法采取刑事

强制措施，并被检察机关批准逮捕。

遇到“碰瓷”式恶意投诉，一些商

家为了不影响生意，常会选择息事宁

人、花钱消灾。如果平台对“碰瓷投

诉”不严追猛打，那就会纵容和助长某

些人的气焰，让他们企图把“恶意投

诉”当成牟利手段。当下，扼止恶意投

诉行为，平台当发挥关键作用，一方面

要完善投诉制度以防漏洞，用好大数

据及时发现恶意投诉者；另一方面，除

了采取封号式惩罚外，平台也要联合

商家向警方报警，从而依法追究违法

“碰瓷者”的责任——消费者“恶意投

诉”首先涉嫌诈骗，在进一步要求商家

赔偿甚至威胁商家的情况下，可能涉

嫌敲诈勒索罪。惟有落实法律责任，

才可以以儆效尤。

街区步入修缮扩建 老城厢将华丽转身

上海文庙，定格你的独家记忆
带孩子来重温自己儿时的“快乐源泉”！书市、小吃、模

型店……上海文庙是否有你的独家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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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庙周边的文庙路

街区老街上的各类小店

即将搬离。这两天，在

“Roast&Toast”买一份
小吃，再穿行老城厢拍

一些照片，成为文庙路

上的日常场景

■ 老街上的动漫模型店纷纷转场，一些店主将手办玩具商品

挂在卷帘门上清仓甩卖 本报记者 萧君玮 董怡虹 张剑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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