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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木木

新民随笔 预制朋友圈

情系万家守护夕阳红

金融为民 消保先行

“ 工 作 认
真，业务上一丝
不苟，服务态度
十分周到……
实在是帮我们
解决了一件麻
烦事……”
近日，上海

市民李老伯的
家属前往建行
上海平凉路支
行，赠送一面锦
旗，高度赞扬建
行员工的服务，
感激之情溢于
言表。是什么
让李老伯家属
如此动情？原
来，这面锦旗的
背后有着一段
充满温情的暖
心服务。

李老伯最近因病住在杨浦

区中医医院，无法下床，因为年

龄偏大，他忘记了敬老卡的密

码，无法取钱，家属希望银行网

点能帮忙想想办法予以解决。

在了解并核实了相关情况

后，本着“以客户为中心”的服

务理念，建行上海平凉路支行

尽快进行人员调整，次日便安

排工作人员前往杨浦区中医医

院为李老伯开展上门服务。

因为考虑到李老伯签字不

便，工作人员特意准备了印泥，

签字时将印泥递到李老伯的

手边，这一举动，深深打动了

李老伯的家人。在帮对方顺

利办完业务后，李老伯的家人

连声道谢。

“实在是为我们解决了一

桩麻烦事，本来还在发愁要怎

么办，还好你们这么快就过来

了。”李老伯的弟弟一边感

谢，一边说一定要送锦旗以表

感谢。

尊老敬老，善德之始。这

面沉甸甸的锦旗，既是赞扬又

是鞭策，更是建行网点真诚服

务客户的一个缩影。平凉路支

行作为杨浦区的敬老示范网

点，上门服务的需求时有发生，

网点总是积极进行人员调整，

尽快安排上门，主动增强服务

意识，为客户排忧解难，将惠民

的服务原则贯穿到网点的日常

工作中。

一直以来，建行上海市分

行始终致力于为老年客户提

供优质的金融服务。未来，建

行银行也将继续践行“以客户

为中心”的服务理念，想客户

之所想，急客户之所急，用温

情打通惠民服务的“最后一公

里”，构建用心、贴心、暖心的

服务体系，传递出有温度的新

金融理念。

上门服务建行爱意浓

▲ 李老伯的家属为建行上海平凉路支

行送上锦旗表示感谢

近日，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

胸外科主任、胸部肿瘤多学科综合

诊治团队首席专家陈海泉教授，受

哈佛大学的主要附属医院邀请，登

上“哈佛讲坛”开展两场早期肺癌诊

治专题报告。这也是他第二次获邀

在此授课。

哈佛大学布莱根妇女医院是哈

佛大学的主要附属医院。作为该院

胸外科延续30余年的学术传统，

“GeraldandElaineSchuster胸外

科杰出讲师讲坛”和“Sugarbaker胸

外科讲席访问教授讲坛”每年每个

讲席仅邀请一位国际胸外科领域具

有影响力的“大咖”，为该院医生进

行两场学术报告并参加临床、科研

教学。陈海泉教授是目前国际上唯

一被这两个讲坛邀请授课的学者。

“淋巴结清扫”有新成果
陈海泉教授分享了团队在早期

肺癌诊治领域的研究成果——“早

期非小细胞肺癌的选择性纵隔淋巴

结清扫”。他表示，淋巴结清扫是肺

癌手术的必经流程，既往临床中多

坚持系统性淋巴结清扫，旨在尽量

清扫掉引流区域有癌转移或有潜在

转移的淋巴结，最大程度减少复发

的可能性。但是，大范围的淋巴结

清扫也清扫了没有癌转移的淋巴

结，延长了手术时间，增加了患者的

手术创伤，破坏了机体的免疫力。

陈海泉教授领衔团队提出了选

择性淋巴结清扫的理念，即通过合

适的条件实现术前和术中对淋巴结

转移情况的精准判断，根据回顾性

研究设置了6项判断条件，并以此

设计了前瞻性研究。根据这一判断

标准，临床对阴性淋巴结的判断准

确率达到了100%。

提出“治愈窗口期”理念
陈海泉教授团队通过研究数据

发现，“年轻、女性、非吸烟人群”中，

肺腺癌的发病率正逐渐升高，且多

为磨玻璃结节型（GGO）肺癌。基

于这一特征，团队开展了磨玻璃结

节型肺癌的攻关研究，并创新性地

提出“治愈窗口期”理念。陈海泉教

授指出，磨玻璃结节型肺癌有“特殊

类型、特殊阶段”两个特点。“特殊类

型”是指这类肺癌病理亚型特殊，具

有非常长的惰性期。“特殊阶段”是

指磨玻璃结节型肺癌并不是永远惰

性，一旦进入进展期，患者就需要接

受肺段乃至肺叶切除，并需要进行

围手术期治疗，患者的治疗获益也

会受影响。他表示，由于磨玻璃结

节型肺癌的惰性期长，因此对于某

些患者来说，该疾病可能不会影响

其生命的正常进程。其间，任何治

疗策略均可视为过度治疗。在“追

求治愈”的过程中，临床医生需要避

免过度诊断和过度治疗的发生。

在临床实践中，陈海泉教授表

示，应当明确患者的自然病程与预

期寿命：若自然病程长于预期寿命，

就不需要对病灶进行处理；反之，若

自然病程远远小于预期寿命，则需

要对患者进行干预，而干预的时间

点同样值得关注。 本报记者 左妍
通讯员 王广兆 王懿辉

本报讯 膏

方是中医顺应自

然节气、保健调

护的一种方法。

一年一度的“养

生进补”季也随

寒露节气到来。

本周日上午10时

15分，新民晚报

社将在上海报业

集团大堂举办

“第十六届上海名

老中医冬令膏方

养生节”惠民开

方暨开炉活动。

活动当天，

将邀请上海中医

药大学附属龙华

医院、曙光医院、

岳阳中西医结合

医院等沪上三甲

医院名老中医膏

方专家“免费开

膏方”应诊。通

过“新民晚报读

者俱乐部”微信

公众号预约报名

的前50位读者可优先开方，并享

100元膏方优惠券。现场配置膏

方，还可免快递费（苏浙沪顺丰包

邮）送货上门。

本次活动由新民晚报社联合

上海市中医药学会、上海市传统

医学工程协会、上海中医药大学

老教授协会、泰坤堂等共同主办。

“中国方案”再登“哈佛讲坛”
上海专家陈海泉二度受邀开展早期肺癌诊治专题报告

现在，只要打开微信朋友圈，

就能看到足迹遍布世界各地的好

友更新动态。这让我不禁想起，近

日一博主挑战“一天拍完国庆7天

朋友圈”，花 个小时拍了    张

照片，引发网友热议。“预制朋友

圈”一词迅速走红，最夸张的说法

是“出去玩一次，朋友圈发五年”。

有网友留言：“怀疑过什么，都没怀

疑过朋友圈是‘预制’的。”

预制朋友圈，即事先策划并精

心制作朋友圈的图文，再精挑细选

放进“素材库”，以便在特定时刻或

情境中分批次发布。实际上，这样

的例子并不新鲜，许多网友分享了

类似经历，比如，生日前编辑好照

片、排版好文案，既满足了社交需

求，又能在当天专心过好生日。预

制朋友圈，似乎成了一些人的生活

常态。不仅如此，在网络上，通过

购买虚假朋友圈、修改朋友圈定位

等方式打造朋友圈人设，也有了成

熟的产业链。

网友质疑：“朋友圈也能预制

了？那还有什么是真的？”诚然，预

制朋友圈模糊了真实时间，但作为

分享生活、展示自我的一种日常渠

道，朋友圈的延时分享无伤大雅，有

时还能成为保护隐私的有效方式。

当然，我们也应该警惕，不能

被朋友圈“框”住生活。用一天时

间拍完国庆7天朋友圈，听起来很

爽，但并不代表真正享受了7天的

假期。如果一味追求社交媒体上

的点赞和评论带来的满足感，让刻

意塑造与包装朋友圈成为每次出

游的既定目标或任务，不仅徒增焦

虑情绪与心理压力，还可能陷入打

造朋友圈人设的死循环，逐渐迷失

自我，甚至失去面对真实的勇气。

朋友圈可以精心预制，但不应

本末倒置。不要忘记，朋友圈里的

人生不是全部，体验当下生活的每

分每秒更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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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1版）
“如果感到幸福你就拍拍手……”和着为

老服务编织组成员孟健萍的歌声，大家又开

始跟着节奏拍手、拍肩、拍腿、跺脚。一曲歌

罢，室内欢声一片，为老服务编织组的阿姨们

和申宁苑日间照料中心的老人们也不觉热络

交流起来，其乐融融。

“她是我们中间的歌唱
家呀”
“献礼重阳节”活动结束后，老人们来到

了申宁苑一楼的悦宁坊，三三两两围坐一桌，

一边等着当日点心，一边闲聊。

“你看看，这个是我老伴生日当天申宁苑

工作人员准备的草莓蛋糕，这个是老师带着

她锻炼的照片，这个是中秋节分发的五谷杂

粮……”78岁的虞桂兴一边划拉手机相册一

边介绍。他和老伴在去年国庆节后入住申宁

苑，提到服务，虞桂兴止不住地夸赞“每个老

师都很热心和耐心”。

虞桂兴的老伴庄阿婆患有精神类疾病，

很难与人正常沟通，但每当工作人员盛勤琴

笑着让她唱歌时，庄阿婆总能跟着唱两句。

“她是我们中间的歌唱家呀。”盛勤琴感慨

道。虞桂兴让她唱完了说谢谢，庄阿婆也会

挥手道谢。

聊着聊着，准备好的重阳糕和牛奶也端

了上来。傅兰香一边滑着轮椅往餐桌走，一

边叫着“重阳糕，‘糕糕’兴兴，高高兴兴”。

坐在她旁边的章传芳更是自然地开始了分

发牛奶的工作，挨个给老伙伴递牛奶。章传

芳今年88岁，穿着碎花衣，精神矍铄。照护

上的舒心和志趣相投的朋友留住了她，在申

宁苑一待就是8年，是最早享受申宁苑日间

照料的老人之一。分完牛奶后的她品味着

嘴里的重阳糕，还时不时侧头和身边的朋友

说笑。

离她不远的朱阿婆也不紧不慢地吃着喂

到嘴边的重阳糕，十分配合旁边的阿姨。“慢

慢吃哈，真棒！”路过的盛勤琴看到后，随口夸

赞。朱阿婆今年78岁，患有中度阿尔茨海默

病，为了让她在国外工作的女儿安心、放心，

工作人员经常给她的女儿发去一些老人的视

频，记录老人在申宁苑的日间生活。

吃完点心后，有老人陆续离开，也有老人

留在悦宁坊做手工。6个老人围坐一桌，社

工张梦瑶在一旁准

备着做小灯笼用的

材料，好几个阿婆

特意戴上了老花眼

镜。“把灯笼拉开

后，把铁丝圈放进

去……”老人们开

始照着张梦瑶的方

法实践。“我来帮

你，这样子……”见

旁边的章传芳没跟

上教学节奏，眼尖

的陆伟芳动手帮

忙，另一边的虞桂

兴也停下手里的活

跟着帮她。约半小

时后，每个老人都

高兴地提着小灯笼

边走边晃悠，打算

收拾东西回家了。

■ 北新泾街道老年人日间照料中心内，老人们一起吃重阳糕

本报记者 王凯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