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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闻

如意里，就在河南中路上，毗邻
南京路步行街。
曾经，如意里日子不如意，如

今，如意里名副其实。
今年，上海全面开展“15分钟

生活圈”行动。15分钟生活圈，目
标指向——社区治理、街区建设带
来更高品质的公共服务、更宜居的
生活环境。
这个目标，如何实现？看看如

意里。
据说，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就有

了如意里。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如
意里更名山北小区。过去半年，因
为社区更新“零距离家园”建设，这
里发生了几件大事，小区名字也要

改回“如意里”了。
头一件，加装电梯。最近两三

年，上海大力推进老旧小区加装电
梯，每部成功加装，都离不开共建、
共治、共享；如意里，也不例外。
一幢楼，对面就是大型燃气调

压房。装电梯，调压房要移位，一旦
移动，新问题就来了——调压房大
门正对底楼居民窗户，要多压抑有
多压抑，严重影响居住品质。
电梯要装，底楼居民生活不能

受影响，怎么办？山北居民区党总
支牵头向外滩街道反馈居民诉求。
结果，外滩街道、黄浦区房管局、市
住建委合力推动解决，几次协调会
开下来，移位后的燃气调压房，体积
缩小到原来的三分之一，大门开在
临街方向，外观装饰得古色古香，非
但不影响居民生活，反倒成了一处

社区新景观。难题解决了，电梯加
装，水到渠成。如意里共有13幢
楼，符合加装条件的6幢，如今已全
部完成电梯加装。
第二件，小凉亭的去留。小区里，

有个小凉亭，很多年里，老人家习惯在
这里纳凉聊天。小区更新，老旧亭子
是拆还是留？不少居民说，凉亭就像
老朋友，拆了，舍不得，留下吧。居民
区党总支说，那就尊重居民意愿，留
下亭子，不过，加固更新，也是必须的。
然后，社区规划师拿出更新方

案。木结构的小凉亭，加固金属支柱，
顶部也新增金属框架，够结实。到了
五月，紫藤花开，微风过处，笑语欢声，
美吧。居民都盼望着，五月赶紧来吧。
亭子的去留，看似小事，却是对

居民意愿的尊重。这种尊重，并非
盲目听从，而是居民区党总支引领

引导、科学规划，安全、品质、人心，
都得到最大限度的呵护。
第三件，楼组群成了“云治理”

高效平台。
三会制度——听证会、协调会、

评议会，20年前发端于黄浦区五里
桥街道，闻名全国。数字时代，三会
制度从线下到线上，持续拓宽基层治
理有序参与渠道，持续渗透覆盖基层
治理的全过程、全领域、全人群。
去年大上海保卫战中，楼组群

“云治理”应运而生。申城众多居民
区善用、活用三会制度，以“云治理”
守护家园、共克时艰，化“陌邻”为
“睦邻”。如今，如意里小区更新，更
将“云三会”融入“最小管理单元”，
楼组群变身云端议事厅，凡小区公
共事务一桩桩一件件，都在楼组群
中公开公示，收获“零距离家园”建

设的高效率、新气象。
气象，新在哪里？今年春节，山

北居委在如意里挂出200个小红灯
笼，从初一到初七，200个小灯笼，
一个不少，喜气洋洋；三月，小区花
草园新添应季鲜花，居民志愿者轮
值养护，春意盎然……人们发现，一
个曾经“脏乱差”的老小区，只要治
理有道，就能过上如意日子。
山北居民区党总支书记林维敏

说，“零距离家园”党建引领，从来都
不是一句空话，那是了解居民需求、
尊重居民意愿、带领居民有序参与，
推动解决一个个过好日子必须解决
的问题——微光成炬，如意日子的
模样，一天天照亮。
居民们说，如今就盼一件

事——弄堂大门上，赶紧看见“如
意里”三个大字吧！

3月16日，复旦大学附属中山

医院骨科病房内，患者家属何女士一

见到骨科主任董健教授就兴奋不已。

她的弟弟小何因病两度瘫痪，董健为

其成功“拆弹”。“谢谢你们，让我弟弟

的眼里重新有了光。”她说。

90多分钟的奋战
因肺癌转移至胸椎，继发恶性

肿瘤，小何下肢逐渐瘫痪。去年，董

健团队为其实施肿瘤分离手术，助

其恢复行走。遗憾的是，小何因故

耽误了后续治疗，今年初再次出现

下肢瘫痪。面对再次转移至脊椎、

压迫脊髓的恶性肿瘤，小何的姐姐

又向董大夫求助。“手术风险极高，

我当时不建议手术，但患者家属一

句话打动了我：哪怕0.001%的希望，

我们也要抓住！”董健说，患者不放

弃，医生就应该为他们坚持。

切除脊椎肿瘤，是外科最具风

险的手术之一，但患者强烈的求生欲

促使董健决定试一把！在麻醉科和

手术护理团队配合下，他和团队为小

何做了椎管内肿瘤切除手术及清创

术，切除肿瘤，将坏死组织清除。

90多分钟后，手术完成。当听

到通知要患者家属前往谈话室时，

小何的姐姐首先想到：“怕不是手术

失败了？”当她赶到时，医生的话让

她激动万分——“手术非常顺利！”

挑战最难手术
全脊椎肿瘤整体（En-bloc）切

除，好比为绑满炸药的人“拆

弹”——脊椎前方是胸主动脉大血

管，一旦破裂就会大出血；后面是脊

髓神经，碰伤一点，患者就会瘫痪。

十多年前，董健带领团队开展技术

攻关，经过技术改良和器械发明，单

节段肿瘤切除只需4个小时，甚至不

输血，大大降低手术难度系数。

一位患者四椎节多次复发脊柱巨

细胞瘤，经董健团队手术后完整切除，

该患者已健康生存十余年。“十多年

来，患者家属每年都会发来感恩与祝

福，成了我的朋友。”董健说。

当好医生，也要搞好科普
手术台之外，科普则是董健做

得最多的事情。他率领团队编写了

腰突症系列科普书，累计发行10万

余册。2014年，他成为国内首位因

科普而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的

医生。

从书籍到微电影，只要能把科

普知识传递出去，董健就会挤出时

间来做。为了让肿瘤转移到脊柱的

患者不丧失继续生活和治疗的信

心，在2017年拍摄微电影《脊柱上的

“拆弹兵”》的基础上，去年，董健又

率领中山脊柱外科团队根据真实病

例设计脚本，出演、拍摄了续集《脊

柱上的“拆弹专家”》，向大众传递肿

瘤脊柱转移的科学诊治理念。

本报记者 左妍

如意里的“如意日子”
姚丽萍

新民眼

脊柱上的“拆弹兵”
记中山医院骨科主任董健

新征程 新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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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是世界戏剧日，静安区举

行新闻发布会，宣布“2023上海 ·静

安现代戏剧谷”将于4月20日至5月

8日举办。今年活动的主题是“汇”：

汇聚国内外名团佳作，集中展演23部

剧目73场次；汇合国际国内各类优

质演艺资源，在静安城区各类场馆、

街区、园区等演绎300场次以上；也

是戏剧谷、爵士音乐节和咖啡文化

节三大节庆品牌活动首次相“汇”。

票价补贴 剧目精彩
此次活动坚持票价补贴政

策，所有剧目均给予最高30%票

价补贴，各场次最高票价不超过

600元。

4月20日晚，开幕式将在大宁

剧院举行。开幕大戏是由作家王

蒙同名长篇小说改编的舞台剧《活

动变人形》，该剧折射传统与现代、

东方与西方的思考与碰撞，是近年

来不可多得的原创精品大制作。

今年“上海 ·静安现代戏剧谷”还引

进了三部国外剧目。其中，意大利

戏剧大师德尔邦诺的剧作《喜悦》，

让人感受到“残缺的人生也能带来

完满的戏”，出演者都不是身体健康

的人，演出呈现的也是残缺的故事，

但带给观众的情绪冲击可谓百感交

集，使心灵得到荡涤，精神充满喜悦。

全民舞台 向美出发
今年的“上海 ·静安现代戏剧

谷”继续聚焦“人民城市”理念，搭建

“人人都有出彩机会、人人都能享有

品质生活”的大舞台、大平台。

今年主办方还首次打造了专属

“戏剧巴士”，它将从静安文化馆出

发，途经静安公园，来到嘉里中心旁

的安义夜巷……站在跑出“戏剧路

线”的巴士上，能有机会参与现代戏

剧谷名家名剧展演；还能参与化妆

游戏、现场直播等活动。跳下车，

则来到嘉里中心广场，品尝进驻静

安的蓝瓶咖啡，身旁还会出现会在

爵士音乐节上亮相的中外爵士乐

队……夜晚，进入剧场，感受中外

名家名团演绎的人间温度。

聚焦专业 打造标杆
现代戏剧谷的“壹戏剧大赏”是

华语地区重要戏剧奖项之一，被喻

为中国的托尼奖。本届“壹戏剧大

赏”收到144个申报剧目，再创新

高。目前“壹戏剧大赏”正在初评阶

段，将评审产生2021—2022年“年度

大戏”、年度经典复排、年度最佳小剧场

等12个大奖，5月8日举办颁奖典礼。

“上海 ·静安现代戏剧谷”期间，

“浓情静安 ·爵士春天”音乐节、上海

（静安）世界咖啡文化节也将同步举

办。这也是静安三大节庆品牌活动

首次相“汇”。其中，爵士音乐节将

跨越苏州河，唱响苏河湾万象天地

和大宁国际商业广场；咖啡文化节

将首次与“安义夜巷”联办，汇聚了

50余家国际国内知名咖啡品牌和

精品小众网红门店参与，不少品牌

将推出产品首秀首发。

本报记者 潘高峰 朱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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搭上戏剧巴士 点亮城市生活
“上海 ·静安现代戏剧谷”下月启动，最高票价不超600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