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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药店”平台全新上线，可查询3万多种药品在售信息

方便市民购药 提供用药咨询
本报讯（记者 金旻矣）打造市

民身边触手可及的药学服务平台，

畅通百姓用药服务“最后一公里”，

“上海药店”数字化服务平台全新上

线。记者从上海市药品监督管理局

获悉，市民可以在“随申办”App、“随

申办”微信或支付宝小程序搜索“上

海药店”获取服务平台。

每4小时更新药品信息
新上线的“上海药店”，主要有

六大板块：我要查药、附近药店、我

的药箱、我要咨询、药事药闻、购药

链接。其中集成了六类信息，包括

药品基础信息、药品在售信息、药店

基本信息、药店许可监管信息、药学

服务人员信息、医保药品和门诊统

筹药店信息。

新平台拓展了五大功能，比如

完善药品供给信息，让百姓找药购

药更便捷；开通药师线上咨询，让

药学服务更友好；汇集监管科普信

息，让政务服务更权威；提高数据

监测预警，让服务决策更科学；推

进社会协同联动，让数字化服务更

高效。

本次升级后，市民可以在平台

上“查药搜药”。通过全市药店在售

药品信息联网推送，平台至少每4

小时更新一次药品信息，市民可以

一键搜索在售信息，并按距离排序

在售药店。这一功能覆盖全市

4000多家药店、3万多种药品、1.7

万种当前有库存品种。同时，平台

更新并公示药店联系电话，方便市

民购药前联系核实。

随时解答买药用药疑问
相关部门表示，此次平台全新

上线了“公益药学”服务。组织本市

药店劳模工作室、药品零售连锁企

业资深执业药师等以公益服务方

式每日轮值，在平台及时响应开展

在线药学服务，随时解答市民买

药、用药疑问。特别是针对市民关

心的用药注意事项、不良反应和供

应信息等问题，提供专业且触手可

及的服务。

同时，“上海药店”平台还提供

本市各大连锁企业和电商平台的网

售应用程序链接，市民查询到药品

想要线上购买的，可通过链接跳转

到企业平台购药。

此外，“药事药闻”板块推出了

安全用药、监管动态、新药信息、药

博士、政策法规5个栏目，发布药品

监管重要政策和新药信息，提供生

物医药行业热点及药事信息。针对

市民用药需求和认知误区，宣传安

全用药理念和使用知识。

本报讯（记者 马亚

宁）昨天，为期三天的浦

江基础科学发展论坛在

科学会堂拉开帷幕，来自

国内外近40位顶尖科学

家齐聚上海，包括多位菲

尔兹奖得主、各国院士，

共同探讨“基础科学的现

状与未来”。著名数学

家丘成桐指出，“以数学

为例，没有强的基础数

学，比如数论、代数、几

何等基础数学不强的

话，应用是做不强的。”

因此，基础科学是要作

为社会和产业发展的“最

基础设施”，加强发展，大

力夯实。

作为上海浦江基础

科学发展论坛的发起者

并及论坛主席，丘成桐十

分看好上海拥有海纳百

川的胸怀，不仅可以吸引

全国最好的学子，更可以

接受世界最好的学生和

人才，完全有能力成为全

球学科交叉交流的中心。

“我本人1979年第

一次到中国，看到了中国

的经济发展，给中国百姓

带来了财富，也给世界经

济发展做出贡献。今天，

我们不仅需要科学技术

的进步，更需要在根本

上提升创造能力，促进经

济增长和技术升级，并不

断持续下去。”丘成桐指

出，近几年，中国对基础

科学越来越重视，增加投

入，吸引人才，特别强调

基础科学的重要性。

充足的研究经费，可

以吸引人才，但是很多重

要的科学研究，也是从一

个破破烂烂的房子里面

开始。世界上不少重要

的研究所，就是这样慢慢一步一步

走出来的。

“我想，中国现在也需要将人

才引进和人才培养并行

发展，将学术环境、学风

培育作为引进人才和培

养人才最重要的一环。”

对于全世界的基础科研

人才来说，最重要的事是

“做学问的朋友来到中国

以后，不只是带来海外的

学问，更可以在这里发展

自己的学问。在中国，和

中国的学子、教授一道努

力打造全世界最先进的

科学与技术。我想，中国

现在的发展环境，可以做

到这些！”

在这方面，上海大有

可为。因为，上海是很多

学术可以交叉交流的地

方。在丘成桐看来，数学

是一个很重要的基础，而

物理则是最重要的和数

学交叉的学科之一。

在丘成桐看来，数学

是一个很重要的基础学

科，今天，有更多的学科

都和数学有着密切关系，

例如生物、医学、人工智

能和数学的交叉发展，产

生了很多奇妙的结果。

“这些事情全世界都想

做，我希望上海可以成为

交叉学科的中心。”

丘成桐举例说，假如

基础数学本身不发展，应

用是做不出来的。实际

上，最基础的数学发展，

所需要的投资不多。他

建议，将整个产业链的起

点，前置到最基础的科学

研究上，这样才不会缺失

整个产业应用链条上的

任何一部分。

“未来，上海在基础

科学尤其是数学方面的

研究有能力成为世界重

镇。”丘成桐充满信心地

说，这不仅对上海本地的科研有

益，更会对上海的产业升级和发展

有所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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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首届国际图画书艺

术节在张杨路一大型商场举

行，艺术节集合了8个国际知名

的绘本游戏互动展。《彼得兔的

故事》误入麦格先生的菜园；

《美好的一天》艺术画廊、《爱是

什么》绘本艺术舞台互动装置

也很有意思；《巴巴爸爸》则勾

起不少大朋友的童趣……图画

书艺术节成了不少市民周末带

娃的好去处。

本报记者 张龙 摄影报道

昨天，10名上海考生拥有了一

份独特经历——通过微信公众号

“上海国子监发布”报名并被幸运抽

中，获得了参观高招录取“大本营”

的机会。

这里进行的是从7月19日开始

的上海市普通高校招生本科普通批

次录取，也是涉及考生人数最多的

一个批次。今年共有749所高校在

沪招生，其中660所高校在本科阶

段招生，有572所高校在本科普通

批次招生。招考现场，几十名工作

人员分为录取管理组、计划投档组、

录取检查组、院校联络组、体检与体

育组、综合服务组、网络安全与系统

管理组等小组，承担管理、投档、校

验等不同职责。各间办公室，一字

排开，彼此连通，组成了一条长长的

通道，一头连着考生过往的努力，另

一头则通向未来。录取现场还设有

专门的招生监督组，工作人员介绍，

作为独立设置的小组，招生监督组

全程监督整个高招录取工作流程，

为考生保驾护航。

市教育考试院高招办负责人带

着同学们依次走过每个房间，了解

招录流程。“所有数据都要接受系统

校验和人工校验，其中系统校验是

由两套不同系统进行比对和检验，

两套系统的验证数据完全一致，并

经人工核对准确方可投档。”这名负

责人说，招考环节强调“严而又严”，

为的就是确保每一个结果万无一

失。例如，计划投档组负责对各招

生专业组的投档比例、招生计划等

信息的汇总、统计，在正式投档前要

先进行多轮模拟投档，向各招生高

校提供生源信息，一方面，让招生高

校通过模拟信息交互，充分了解生

源情况，为正式投档录取做好准备；

另一方面，录取现场工作人员与高

校就生源信息反复沟通，为本市考

生争取更多升学机会，最大程度维

护考生利益。电子大屏上，实时显

示本科普通批次各招生高校专业组

信息，各校反馈录取结果的进度一

目了然。

“我原先以为投档就是机器走

一遍流程，没想到要经过这么多环

节，这么复杂，而且非常公正、严

谨。老师们真的非常辛苦，非常感

谢他们！”半个多小时参观下来，嘉

定一中女生姚淑甜感叹道。

待本科普通批次全部高校反馈

录取结果后，考生明天可通过市教

育考试院官网“上海招考热线”

（www.shmeea.edu.cn）查询录取结

果。看出了大家焦急等待的心情，

体贴的老师给了几名参观者现场查

询的机会。令姚淑甜惊喜的是，她

在一大桌打印完成的录取名单上，

第一次看到自己的名字和华东师范

大学艺术类专业联系在了一起，“感

觉很神奇！”

“湘雅医学院精神医学专业是

我最想读的！”报出准考证号，看到

屏幕上跳出“中南大学”时，控江中

学女生廉梓誉难掩激动。听到自己

被“上海交通大学自然科学试验班”

录取，延安中学男生张志祯长吁一

口气，直到此刻他终于放心了。

本报记者 陆梓华

“没想到过程这么复杂！”
考生代表参观高招录取“大本营”

让孩子远离“毒视频” 杨江新民随笔
儿子   岁，功课多了起来。

他和我一样，喜欢用刷短视频来缓

解压力。我喜欢看曲艺类节目，而

他喜欢看吃播。最近，他时常问我

一些问题，比如那些“大胃王”暴饮

暴食到底是不是真的，他担心时间

久了会不会出人命。我突然意识

到这些视频对他潜移默化的影响，

必须对他加以引导。

前不久，我在广播电台一档评

论节目中曾点评过这类问题。网红

“三千哥”因直播输掉  ，履约豪饮

白酒过量去世，我当时提醒：一个

“三千哥”倒下了，无数“三千哥”还

在搏命直播，必须予以重视，否则还

会有更多的“三千哥”倒下。令人遗

憾的是，话音刚落，另一个网红“中

原黄哥”也因直播豪饮去世了。

搏命主播大有人在，这几年因

此丧命的不少。很多新闻同行和

我一样，反复提醒这里存在的风

险，但讽刺的是，视频平台仍然在

奉行“流量为王”，还允许大家在这

些内容上点赞、打赏。

面对诸种短视频乱象，我不得

不多想一些，儿子到了青春期，虽

然经过持续的整治，视频平台上露

骨的色情内容大为减少，但隐晦的

色情内容却随处可见，如果儿子不

经意刷到，而后算法加大力度推

送，会对他造成怎样的不良影响。

短视频对青少年乃至儿童的

影响不容小觑，正值暑假，从城市

到乡村，不少孩子整天抱着手机，

这里面固然有家庭管理的问题，但

要让孩子彻底远离手机也不现实。

平台上内容泥沙俱下，主播中

不乏魑魅魍魉，评论区更是新的重

灾区，孩子们涉世不深，如何辨

别？前不久某社会机构做了一个

调研，居然超六成受访毕业生愿意

当网红，这个数据未必准确，但也

足够反映出问题了。

问题屡禁不止，有平台辩解说

是成本问题，我认为还是代价问

题，将内容安全与平台生死挂钩，

你看还有谁敢乱来？

我一边引导儿子，一边养成了

一个新的习惯——对不良视频“随

手举报”。这也算是我一个做父亲

的自救吧！

图画书艺术节
吸引大小朋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