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让“作弊秤”无容身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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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新闻

三伏天即将拉开序幕，“夏天一

份力，冬天十倍功”，三伏天是中医

重要的养生节气。很多人在这个季

节通过中医冬病夏治，来预防疾

病。今年5月底，普陀区人民医院

根据日常诊疗中患者的实际需求，

在夜间将中医内科、针灸科、骨伤

科医生安排到同一区域，一周两次

开辟中医“夜门诊”。

服务上班族
“医院周边年轻居民多、办公

楼宇多，尤其是白领人群，对中医

治疗的需求较大。”中医科副主任

医师王磊介绍，“最常见的是肩颈

腰痛、睡眠不佳、运动损伤等。但

他们白天没有时间，下班后又往往

赶不上门诊。中医‘夜门诊’推出

针刺、艾灸、拔罐、穴位埋线、贴敷、

推拿、刮痧、三伏热敷、耳穴压丸、红

外线治疗等治疗方法，还针对白领

提供减肥调理、皮肤美容等服务。”

“反响超出预期。”王磊说，试

运行1个多月已经接待了百余名患

者。近期，普陀区人民医院决定升

级“夜门诊”——从每周两天拓展

到每周五天，实现工作日全覆盖。

同时延长就诊时间。“周一到周五，

不同领域的专家轮流坐诊，并同时

配备一名针灸科医生和一名骨科医

生。周一以中医美容为主，周二是

失眠和运动康复特色，周三是针灸

减肥和治未病的调理，周四是亚健

康调整，周五是颈肩腰腿痛治疗。”

现场试针灸
日前，记者跟随患者一同走进

“夜门诊”现场体验针灸治疗。刚

坐定，医生几根银针下去，又稳又

准，颈椎处只觉一阵酸胀，渐渐地，

不适症状就得到了缓解。

上班族小叶近期总感觉萎靡

不振。偶然在一次下班后，路过江

宁路，正巧看到普陀区人民医院有

夜间门诊，便想试试中医治疗。医

生建议小叶试一试中医针灸，通过

一段时间对相关穴位的针刺、灸

法，以改善失眠、乏力等症状。

一个月前，余女士慕名而来，

如今已经是“夜门诊”的常客。她

每周两次来这里治疗。“我肩颈不

舒服，腰酸，膝盖也不好。经常在

睡眠时发现手麻。”经过几次针灸、

拔罐，不仅手麻的情况改善了，还

学到了不少中医治疗的知识，“医

生给我科普了，要盯着一个痛点，

按疗程来做，才会有效果。”

将会常态化
普陀区人民医院副院长姚子

涵透露，不仅仅在夏天，“夜门诊”

会常态化开设下去。为了让患者

有更好的就医体验，近期，新的诊

疗区也正在加速改造——“夜门

诊”的场地面积将从30平方米、5

张床位，增加到100平方米左右、可

容纳15位患者同时接受治疗。

“相较于白天门诊的压力，夜

间门诊患者就诊时间较为宽裕，这

也更便于医患之间开展深入的交

流。现在不少年轻白领对中医都

有相当程度的了解，不少都是做过

‘功课’来看诊的。”姚子涵表示，希

望通过这一举措推动中医药服务

便民利民惠民，让“中医治未病”的

理念深入人心。 本报记者 解敏

正是“冬病夏治”时，下班后去医院不用请假了

“夜门诊”方便白领看中医

本报讯（记者 易蓉）7月11

日，由上海交通大学行业研究院研

发的《2024中国候鸟式养老夏季栖

息地适宜度指数》在沪发布。结果

显示，今年六盘水、呼伦贝尔、哈尔

滨分列前三，第四到十名分别是贵阳、

青岛、昆明、遵义、长春、烟台、威海。

该指数用气温、气压、湿度、空

气质量、水体质量、医疗条件、交通

便捷度、区域自然风光和人文景观、

是否文明城市等17项指标对76个候

选城市进行综合评价，加权计算出每

个城市的夏季养老适宜度指数。

六盘水继去年登顶榜首之后，今

年蝉联冠军。它地处乌蒙山区，夏季

凉爽舒适，被中国气象学会授予“中

国凉都”称号，七月和八月平均最高

气温分别只有24.4℃和24.3℃；呼伦

贝尔虽然在内蒙古，但在自然地理

区划上可归入东北地区，夏季凉爽，

七八月最高气温平均22℃；哈尔滨

七月和八月平均最高气温分别为

28℃和26℃，且医疗条件优越。其

他73个城市夏季也比较凉爽，各具

特色——有些以自然风光见长，有些

以人文景观为佳；有些交通条件便

利，有些医疗条件优越；有些消费水

平较低，有些养老环境出色。

目前全国已有近3亿老人，每

年还持续新增2200万的活力老

人。上海交大行业研究院养老行

业研究团队首席专家、安泰经济与

管理学院教授罗守贵表示，候鸟式养

老不仅对满足老年人日益增长的美

好生活需要具有积极的意义，而且

对旅游业构成很大的边际贡献，成

为银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六盘水、呼伦贝尔、哈尔滨列前三
《    中国候鸟式养老夏季栖息地适宜度指数》发布

本 报 讯
（记者 马丹）

昨天夜里起，

上海出现了一

波又一波的阵

雨或雷雨天

气，局部地区

雨量仍有大雨

到暴雨。截至

上午，雷电蓝

色预警信号和

暴雨黄色信号

高悬。不过，

在雨水打压

下，气温跌到

2字头，体感凉爽不少。

雨停不住，市民纷纷发问：是

不是“倒黄梅”天气来了？市气象

局首席服务官邬锐解释说，从严格

意义上来说，目前的天气不能称之

为“倒黄梅”。“倒黄梅”除降水的成

因之外，还有一个“时间条

件”——刚出梅进入盛夏，又出现

和梅雨相似的连阴雨天气，这种

天气被约定俗成称为“倒黄

梅”。通常，倒黄梅的持续降雨

要维持一周到10天左右。

据预报，双休日上海处在雨

带边缘，以阴到多云为主，偶尔有

些阵雨或雷雨，气温上升，最高气

温在32℃左右，体感变闷热。气

象专家提醒，本市这波降雨将持

续到下周初，此后将重回多云天

气，下周上海重新回到副热带高

压“掌控”，高温天气会“卷土重

来”。下周三开始，将会再度出现

持续高温，午后分散性阵雨或雷

雨频率也会相应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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距离中秋佳节还有两个多月，

一场“月饼争霸赛”已在沪上提前

打响。日前，2024年上海市食品行

业职业技能竞赛——第七届“南侨

杯”月饼技能比武在沪举行，来自

长三角地区23家龙头食品企业的

69名“制饼行家”拿出看家本领和

创新产品，角逐荣誉桂冠。

“原料新、知识新、工艺新、器

具新、颜值高，这是今年参赛作品

的五大特点。”本次大赛裁判长宋

伟泉表示，无论是百年老字号还是

时尚新品牌，在传承经典的同时也

在不断创新，所以今年的大赛上能

看到很多创新作品。

第一食品商店带来的3D打印

月饼，用3D技术打印出来的立体模具

制作月饼，花纹更加凹凸，立体感更

强。浙江冠喜食品展示的一款酱香流

心月饼，则把酱香白酒加入黄油、海

藻糖等原料制成酱香流心，其灵感

来自酒心巧克力。公司创始人、全

国技术能手蒋平梅表示，正在研发

XO酒风味的流心月饼，今后希望能

把中西合璧的月饼带到海外市场。

新雅展示的米月饼则是“技术

流”，其饼皮用糯米粉制作，不使用

食品添加剂，入口软糯清淡、米香

味浓——这是一款高温烘焙的糯

米月饼，而传统糯米糕点都是蒸煮

出来的，可以说是本场参赛作品中

制作难度系数最大的。

“今年我们的创新理念是从经

典产品中寻找突破点，挖掘出月饼

的再创新性，并最终推出了两咸两

甜的新产品。”杏花楼食品厂技术

总监沈全华介绍，杏花楼的咸蛋黄

肉松青团声名远扬，经过近一年的

研发，这一经典馅料被运用到广式

月饼中。同样是咸口月饼，首次亮

相的还有金桔西班牙火腿月饼。

本报记者 张钰芸

本报讯（记者 杨硕）昨天，国

内首个智能人形机器人银行大堂经

理场景训练基地在建行上海浦东分

行正式启用。此次参训的机器人拥

有高度仿生的躯干构型和拟人化的

运动控制，结合视觉、听觉、语音等

人工智能技术，科学家可以通过具

身智能的推理和规划等对其进行训

练。目前，已对智能人形机器人开

展银行大堂业务咨询、业务分流、智

慧柜员机个性化操作、反欺诈宣传

等面向客户的场景训练。

  名“月饼行家”在沪比创新

培训机器人做银行大堂经理
国内首个场景训练基地在建行浦东分行启用

以往，荔枝只能通过冷链从

广东等地运到上海，如今金山区

枫泾镇开太农场突破种植瓶颈，

采用种养结合的水体立体养殖模

式，全面满足荔枝的生长需求，从

而实现量产。

7月15日开始，开太农场桂

味、糯米糍等品种的荔枝上市，预

计产量400公斤左右，长三角地

区的市民在这里能现采现摘吃到

最新鲜的荔枝！据悉，因为实行

差异化有机种植，所以每棵荔枝

树成熟的时间也不相同，荔枝的

品尝期可持续至9月10日。

本报记者 陶磊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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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装芯片，“作弊秤”模式瞬间

切换；现场称重“做手脚”，小龙虾

上“作弊秤”增重   %—  %……

    年6月起，市市场监管局启动

了电子计价秤领域为期四个月的

专项整治行动。截至目前，市场监

管部门组织检查电子秤 . 万余台

件，查处电子计价秤未经强检、使

用不合格电子计价秤及使用“作弊

秤”等违法行为   件。

缺斤短两，损害市场的诚信底

线、侵害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值得

“斤斤计较”。其中，“作弊秤”让人

深恶痛绝。这种电子计价秤经过

非法改装，可以根据操作者需要显

示虚假重量，让卖家堂而皇之地缺

斤短两。“作弊秤”的形式多样，且

非常隐匿，有的还有远程遥控、一

键复位等功能，增加了发现和监管

的难度。

近期，电子计价秤成为各地监

管部门的整治重点。从比例看，

“作弊秤”是少数，但也不容忽视，

更要防止“回潮”。既要对市场上

的缺斤短两现象保持一定力度的

日常监管，也要健全电子计价秤生

产、销售、维修、使用全链条监管机

制，并加大防作弊技术攻关，推动

防作弊技术升级。此外，当下处罚

“作弊秤”的主要依据是《计量法实

施细则》，处罚力度较小，还要通过

立法提高违法成本，加大对不法行

为的震慑力度。

“作弊秤”既损害民生，也有

损营商环境。要多措并举，让“作

弊秤”无容身之处。这方面，可以

更多地发挥群众监督的力量，更

多地宣传识别“作弊秤”、防范电

子秤作弊的方法，让消费者善于

维权、勇于维权。秤平斗满，童叟

无欺，共同维护守法诚信的市场

环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