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从演技到艺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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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新闻

本报讯（记者 姚丽萍）今年7

月底，全市已历史性地完成了中心

城区成片二级旧里以下房屋改造任

务，目前正加快后续收尾工作。今

天上午，《上海市城市更新条例》实

施情况报告提交市十五届人大常委

会第44次会议审议。

来自市住建委的信息显示，

中心城区成片旧改完成之后，工

作重点转向零星旧改，将基本采

取征收改造方式，“全覆盖”推进

改造。

目前，各个领域的城市更新正

在积极推进中——

■ 推进区域更新试点
市规划资源局等部门组织浦

东、静安、徐汇、长宁、黄浦、杨浦、宝

山、闵行等区试点开展区域更新行

动计划编制，积极推进徐汇漕河泾

园区、静安“走马塘”区域和北郊站、

闵行友东路片区、宝山不锈钢基地等

区域更新试点项目。市城市更新中

心积极推进黄浦区外滩第二立面区

域更新。同时，本市将加快推进五个

新城、南北转型发展区域、崇明生态

岛等以二级旧里以下房屋为主的旧

城区改建，已考虑在嘉定西门风貌

区、青浦区老城厢等区域进行试点。

■ 提升居住环境品质
一方面，提速扩容推动“两旧一

村”改造；一方面，大力推进旧住房

更新改造和既有多层住宅加装电

梯。2021年，全市实施旧住房更新改

造1210万平方米，加装电梯完成签

约6073台、完工1579台，均超额完成

年度目标任务；今年以来，克服疫情

影响，全力推动年度目标完成，截至8

月底实施旧住房更新改造约800万

平方米，加装电梯完工662台。

■ 增加高品质公共空间
市绿化市容局制定出台《关于

本市工业园区绿地率统筹平衡的实

施意见》《上海市公园城市规划建设

导则》《上海市公园城市建设行动计

划（2022—2025年）》，积极拓展、优

化绿色开放空间，并启动新一轮“美

丽街区”建设。市规划资源局牵头

推进全市范围内机关、企事业单位

的附属空间对社会开放，推进实施

“15分钟社区生活圈”行动。市商

务委开展“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

设，长宁区、普陀区入选国家“一刻

钟便民生活圈”建设试点城市（区），

启动市级示范社区建设试点。

■ 一个信息平台一个专家库
值得一提的是，本市已建设城

市更新信息平台。有效衔接城市体

检工作，初步搭建了全要素覆盖、全

过程可控、一张图展示、全平台对接

的城市更新信息平台架构，探索建

立统一规范的业务标准。

同时，城市更新整合发挥行业

专家作用。有序推动专家委员会

筹备成立工作，通过整合市住房城

乡建设管理委科技委员会、市规划

委员会以及原城市更新和旧区改

造专委会等专家资源，增补产业、

生态环境、城市安全、文史、社会、

经济和法律等方面专家，建立城市

更新专家库。

根据第一部科幻小说、玛丽·雪

莱创作的《弗兰肯斯坦》改编，自英

国国家话剧院买来剧本版权的同名

话剧中文版，正在上海大剧院热

演。音乐剧演员出身的郑云龙、影

视剧演员出身的袁弘、始终耕耘在

话剧舞台但是本科学的是“美术”的

闫楠，以及自中戏导演系毕业但常

年演电视剧的王茂蕾，四人中王茂

蕾演弗兰肯斯坦这一个科学家角

色，其余三人都会互换科学家与人

形生物——一个由尸块拼凑出的

“怪物”，一共两个角色。这个设置，

对于中国舞台剧男演员而言是史无

前例的挑战。到什么程度呢？

同在剧中出演的著名演员黄

宏，凌晨三点被酒店楼上的吵闹声

震醒。他打电话到前台投诉，结果

电话那头回复道：“不好意思黄先

生，您楼上住的也是你们剧组的演

员，名叫闫楠，他还在排练。”第二

天，闫楠要主演“人形生物”。王茂

蕾很客气地解释自己为何只扮演科

学家一个角色，而不兼演“人形生

物”：“我‘带宽’不够。”袁弘说，“我

今晚演‘人形生物’明晚演科学家，

两个角色的台词我都会。在台上，

我要避免把对方的词儿也讲出来；

在台下，我可以一个人对完两个角

色的词——旁人看来我都有点神经

质。”郑云龙在演出间隙已经显得

“神经质”了——脸庞成了倒三角

形，细脚伶仃，眼圈发黑。但是在台

上，他扮演的“人形生物”做出的各

种反重力、不平衡动作，以及从一开

始的咿咿呀呀到逐渐说出人话，乃

至侃侃而谈古罗马哲学——彻头彻

尾演绎出“人形生物”努力学习后达

成的博学多才与高尚道德……

与当下娱乐圈频频塌房的男演

员相反，话剧《弗兰肯斯坦》剧组的

男演员体现了一位演员应该有的自

我修养。袁弘说，“每位演员都希望

出演严肃戏剧。每位演员都希望

接受挑战。‘人形生物’既不是人又

像人，这演起来多过瘾！”三位演员

彼此激励，摸索最佳表现方式。

剧组唯一变胖的男制作人李

琮洲表示：“疫情期间各种不可测，

一直在调整档期。每次有演员跟

我说哪个时段没空，我就自我安慰

吃一顿……”最终，英国导演如期

抵达北京执导、四位男演员都调整

出了档期……观众都能看到心仪

的演员阵容——这全都取决于演

员的自我修养，从演技到艺德。

拔牙并没那么可怕
9时，口腔颌面外科副主任医

师陆萌萌已经忙碌起来，办公桌上

整整齐齐排列着病历本，手边是各

类让患者“害怕”的“武器”。

拍完片子后，30岁的王先生已

做好拔智齿的准备。“这颗智齿是

非常典型的水平阻生牙，已导致邻

牙龋损，如果不拔除，可能对邻牙造

成更大危害。”陆医生说。此刻，那

颗等待了断的智齿正躺在牙龈之

中，一半已“冒头”。由于牙根是钩

状，手术并不容易。陆医生先切开

牙龈，用牙科钻将这颗智齿磨碎，然

后分块取出。这在口腔颌面外科门

诊已属于比较复杂的操作了。手术

时长约10分钟左右，先打麻药，又

用了牙科钻和小锤子、钳子……一

顿熟练操作之后，牙已“粉身碎

骨”。王先生全程都比较淡定。陆

萌萌说，很多患者向他反馈，虽然

拔牙听起来很吓人，但过程其实并

没那么可怕。

短短一个小时，陆萌萌就完成

了四例患者的智齿拔除手术和复

诊患者的术后拆线。患者年龄上

至七十岁老人，下至十几岁的高中

学生；每名患者操作时间从一分钟

到十分钟不等。

最让记者意外的是，70多岁的

老年人也可以拔智齿。李老先生

平时身体不错，但智齿已经影响了

他的生活。“有人说老年人拔牙风

险大，所以我也有些犹豫。”李老先

生说。不过，在经过详细检查，确

认李老先生可以拔牙后，陆萌萌仅

用了1分钟就将智齿拔除了。他

说，手术顺利的原因主要是牙齿松

动明显，生长位置也便于操作。陆

医生建议，对于有智齿困扰的患

者，应尽早接受检查，如有必要应

拔除患牙；同时，年轻患者的身体

耐受力更好，手术禁忌症相对少。

有些智齿该拔就拔
智齿，学名是第三磨牙，一般

在18到25岁之间萌出。除非被折

磨到“生不如死”，很多患者不会主

动就诊。是否每个人都有智齿？

可以不拔吗？为什么有的人拔除

智齿需要在手术台上接受复杂的

智齿拔除术，而有些人在门诊就可

以接受简单手术？

陆萌萌表示，除了智齿先天缺

失的人群，每个人一般都有4颗智

齿。很多患者是在其他牙病就诊拍

片时，才发现自己“藏”着未萌出的

智齿。患者应先拍X光片，医生根据

检查结果给出是否拔智齿的建议。

不同类型的智齿，命运也不尽

相同。比如，对于正常生长的智

齿，如果位置正常，在不影响进食

和其他牙生长的情况下，是可以不

拔的。对于因食物嵌塞等原因出

现牙龈发炎的智齿，或者生长位置

异常的智齿（水平阻生——智齿

“躺着长”、近中阻生——智齿牙冠

“顶着前牙长”、远中阻生——智齿

牙冠“向后倒着长”、甚至颊向阻

生——智齿“朝着腮帮子长”等情

况），建议尽早拔除，避免后顾之

忧。智齿该拔就要拔，一颗“问

题”智齿不仅容易引起牙龈肿胀、

疼痛，还可能造成邻牙的龋病

等。由于智齿的健康管理会对人

体的生理和心理健康产生影响，

因此，对于任何年龄段的患者，都

应关注自身智齿的情况。

拔智齿不全靠力气
“拔智齿不像全身大手术，如

出现问题可能危及生命，但也并非

完全没有风险。”陆萌萌说。那么，

是否可以一次解决所有的智齿

呢？虽然，医学上对于一次性拔除

全部智齿并没有严格限制，但并不

建议这样操作。拔牙是创伤性手

术，而术后创面的多少和面积与患

者疼痛感密切相关。对于未萌出

智齿，由于需要切开牙龈后进行手

术，就更不建议一次性拔除多颗。

同时，对于情况比较复杂的病例，

多在无菌条件更好的手术室里进

行手术，以降低感染风险。

很多人认为，拔牙需要大力

气，因此要找男医生来拔。但记者

环顾口腔颌面外科门诊，男医生和

女医生的数量基本相当。陆萌萌

说，“在实际拔牙操作中，用力大小

只是一方面。钳子与牙齿接触的

具体位置，选择摇动还是旋转的手

势，都需要医生的经验和判断。拔

牙最重要的是用巧劲，而非蛮力。”

本报记者 左妍 实习生 计丹洁

本报讯（记者 金旻矣）扫二维

码，将道路上的问题实时反映给市

容管理部门；安装AI摄像头，实时捕

捉门责管理问题……今年是《上海市

市容环境卫生责任区管理办法》实

施七周年，上海各区绿化市容部门

纷纷交出亮眼“答卷”，让美丽街区不

仅是“盆景”，更是市民身边的风景。

在杨浦区密云小区外，最近新

添了一块带有二维码的“上海市市

容环境观察点”牌，扫一下二维码，

市民可将发现的市容问题即时反映

给杨浦区绿化市容部门。点位还增

设了一位“观察员”。目前，杨浦区

设立了四个市容环境观察点，其余

三个分别位于杨浦滨江、江浦路长

阳路口、杨浦大剧院周边。

除了二维码，AI智能技术也有

应用。黄浦区五里桥街镇选取瞿溪

路906—924号路段作为最小管理

单元试点，在路段安装AI自动发现

设备，实时捕捉门责管理问题，通过

智能化手段让沿街商户收到及时提

醒，自行整改。徐汇区则制定了《乐

山街坊综合治理三年行动计划》，用

3年时间，升级菜场服务、美化空间

领域、改造公共绿地并拆除围墙。

《上海市市容环境卫生责任区

管理办法》实施七年来，全市已建成

责任区管理示范道路556条（段），

成立各类责任区自律组织816个，

累计培训各类人员112万余人次。

2021年来，在疫情防控基础上，结

合爱国卫生运动，持续开展“洁净上

海”城市环境清洁行动，共开展环境

清洁2300余场次，重点整治了249

处市容环境较差的中小道路和薄弱

区域，清理垃圾3500余吨。

《上海市城市更新条例》实施情况上午提交市十五届
人大常委会第44次会议审议——

本市将“全覆盖”推进零星旧改

也分“三六九等”
有些一定要拔！

智

扫码投诉 AI“找茬”
市容环境卫生管理交出亮眼“答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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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智齿，一定是很多
成年人痛苦的回忆。不拔，
一次次伤害你；想拔，又没有
勇气……9月20日全国爱牙
日前夕，记者走进上海市口
腔医院 ·复旦大学附属口腔
医院的口腔颌面外科，看医
生如何对付智齿。相比对于
拔牙过程的“恐惧”，大家更
应知道“问题”智齿的危害。

齿
新民随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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