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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民随笔

丰俭由人由上海交大医学院与本报主办的“中法医学健康国际研讨会”在沪举行

聚焦高水平合作，应对全球健康挑战

与其说这是一场由作家主讲的

报告会，莫如说是一次传媒网红与

当代中学生的贴心交流。由上海市

教卫工作党委、上海市教委指导，新

民晚报主办的“夜光杯”校园行活

动，10月12日下午走进上外云间中

学。历史科普作家、自媒体人张玮

讲述“兴趣的力量——从记者到作

家，是怎样的一种体验”。

张玮，网名“馒头大师”，是

《历史的温度》系列和《写给孩子

的论语课》的作者，曾做过11年体

育记者，采访过三届奥运会、两届

世界杯足球赛。张玮说，正是这两

个兴趣爱好最终引导他走向了体

育记者的专业道路。在阐述“兴趣

的力量”这个主题时，张玮启发同

学们：“你现在所喜欢的、所擅长

的、所钻研的，可能未必会在短时

间内显示出它的意义，但在你成长

的道路中，终有一天你会发现所有

的点滴都会串成一条神奇的线索，

贯穿你的人生。”

有同学好奇地问，这是不是在

佐证进入AI时代后，人们就可以不

用再读书读报了呢？张玮说，这只

是载体发生了变化，传媒永远会存

在下去，这是合乎人类科技发展规

律的。就好比从甲骨文到竹片文再

到纸张的出现，当时用纸张替代竹

片，不就是“新媒体”吗？但是，与电

子书相比，现在还是有很多人愿意

读纸质书籍。

令人欣慰的是，在电子阅读产

品盛行的年代，学生的阅读习惯并

没有完全“无纸化”。初二（1）班的

靳笑颜、樊忠恕等几位男生说出了

他们正在阅读的书籍，有鲁迅的《朝

花夕拾》、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

高尔基的《童年》、法布尔的《昆虫

记》等等。高一（9）班的李成蹊同学

说：“我的卧室里地上堆满了各种课

外读物。今年国庆长假的7天里，

我天天泡在松江区图书馆里，一般

三天就能读完一本书。我读《历史

的温度》，一遍遍地翻阅，就像一次

次地与作家在对话，从字里行间寻

找有趣的历史。”

会后，看着同学们纷纷围拢到

作家身边聊着说不完的话题，宣沫

校长指着会场墙上悬挂着的上外

云间校训“读书润泽生命，奋斗点

亮未来”说，不仅要引导同学们多

读书，更要注重原本书的阅读，从而

让阅读变成一种重要的生活方式。

本报记者 王蔚

“夜光杯”校园行走进上外云间中学,自媒体人张玮对话中学生

秋风起，蟹脚痒。

考古研究显示，中国人的

吃蟹历史，有    多年了。近

年来大闸蟹市场规模持续增

长。《    —    年中国大闸蟹

行业竞争格局及投资规划深度

研究分析报告》指出，以    

年为例，我国大闸蟹批发市场

规模已达   .  亿元，其中鲜

食领域占据绝大多数市场，市

场规模为   . 亿元。

大闸蟹，喜爱水草丰茂的

环境，“怕热不怕冷”，当水温超

过  摄氏度，螃蟹的生理功能

就会受影响——不仅减少营养

摄入，还会导致抵抗力急剧下

降，发病死亡率也变高。今年

高温天气多，大闸蟹“吃不香”；

降温又来得晚，最后蜕壳冲刺

也迟了。

印象中，每年秋天，小区

旁会有骑着自行车，载着不锈

钢桶卖蟹的人，扎好的蟹摆在

白色泡沫塑料上，吸引买好早

饭的大爷大妈询价。小菜场

里，卖蟹的摊头也多起来，“正

宗××蟹”的牌子放在显眼处。

这几年，上海出了些大闸

蟹的品牌，虽然还没法做到

“阳澄湖大闸蟹”这般品牌响

亮，却也俘获一众本地老饕的

胃。笔者写了不少大规格蟹、

新品种蟹的报道，每每也有读

者问，怎么卖？一听说几十元，

甚至上百元一只，便摆摆手，

“太贵了，不划算”。其实，走进

生鲜连锁店，有点分量的大闸

蟹，都是按个卖。

路 边 小 摊 十 几 元 一 斤

的，煮出来不见得不鲜，深秋

蟹多了，品品也别有一番“鲜”

味。生活条件好了，大规格蟹

也能“飞入寻常百姓家”，丰俭

由人嘛！只是老一辈可能纳

闷，过去河湖泛滥、按脸盆卖

的大蟹，如今怎么涨得不认

识了？

大批全新文化场馆和功能平台投入运营、龙头文化企业入驻

世博地区成为潮流文化功能高地

在阅读中发现兴趣的力量

本报讯（记者 宋宁华）近期，

世博文化公园南区盛大开园，新落

成的上海久事国际马术中心是国

内首座具有国际水准的专业马术

比赛场馆，世博会三大保留场馆闪

亮登场……

随着大批全新的文化场馆和功

能平台投入运营、龙头文化企业入

驻，世博地区正从文化码头转变为潮

流文化输出源头，成为引领文化潮流

的功能高地。昨天，“汇世界多元精

彩 筑世博美好未来”世博地区文化

高质量发展大会在前滩31举行。

焕“新”绽放
最近，不少市民发现，越来越多

新设施、丰富的新场景在世博地区

“上新”。新落成的上海久事国际马

术中心，今年5月成功举办了第10届

上海浪琴环球马术冠军赛。世博文

化公园南区近期盛大开园，重阳节，

双子山圆了广大市民在市中心登高

望远的愿望，温室花园和世界花艺

园等迅速成为新的网红打卡地。

同时，世博会三大保留场馆陆

续闪亮焕新登场。意大利馆的“万

花之镜”大展呈现了意大利设计的

精髓与意式美学；法国馆变身为上

海罗丹艺术文化发展中心，正在举

办“罗丹：现代雕塑的启承”大展；而

俄罗斯馆则配置了国际领先的舞台

搭建与灯光音响，成为可容纳2500

余人、市内最大的LiveHouse——上

海红石中心。

“高”位推进
同时，世博地区文化发展“高”

位推进。这里不但成为高规格文化

活动的首选地，也是高人气展演活

动的承载地。记者了解到，今年

1—8月份，世博地区各大文化场馆

举办活动共计707场，较2023年增

长128%，累计超545万人次参与。

其中万人以上大型演唱会81场，同

比增长约153%，占全市186场的

43.5%。世博地区平均每年超800

场高人气的文化活动，让世博站上

了全球文化艺术的TOP秀场之列。

当天，“前滩‘音乐+’创享城”

功能平台揭牌，JZMusic、阆风文

化、浣熊唱片、月梁建筑设计、一桌

二椅戏剧戏曲文化等5家意向入驻

企业于现场完成签约。这意味着聚

焦音乐产业链整体发展，一批新平

台正发挥新功能。其中，前滩“音

乐+”创享城功能平台，将发挥孵化

器作用，推动前滩成为音乐创意创

作、交流分享的新地标。

轻质生活新体验
文化是世博的灵魂，也是其发

展的不竭动力。今年以来，上海久

事国际马术中心等各类新设施丰

富了文化场景，为文化展示搭建了

崭新的舞台；“唯因万境”小剧场、

X-Museum、前滩公园巷等新融合

空间载体，也给市民游客带来更多

轻质生活感的新体验。前滩“音

乐+”创享城、94+体育产业协同创

新平台、世博国际文化交流平台等

主题共享空间，为中小微文化企业

提供孵化、成长载体，成为世博文化

创意交流的新地标。

张学友、刘德华等顶级明星演

唱会，以及《天鹅湖》《罗密欧与朱丽

叶》等国际顶尖演出，世界人工智能

大会、“何以敦煌”敦煌艺术大展、艺

术上海等高水平展览展会，更是让

世博站上了全球文化艺术的TOP

秀场之列。世博前滩BETTER生活

节、聚力前滩 ·上海铁人三项企业挑

战赛、爵士上海音乐节、上海国际马

文化周等品牌活动，不断增强了世

博前滩城市IP。同时，世博地区的

文化发展凸显主旋律，弘扬蓬勃向

上的精神力量，红色文化在这里传

承与弘扬，海派文化在这里融汇与

赋能，江南文化在这里展示与创新。

上海自贸区世博管理局副局长

沈锋介绍，世博地区文化高质量发展

呈现四个鲜明特征：“新”“高”“大”

“上”。未来，世博区域将围绕建设

国际文化大都市和亚洲演艺之都的

核心承载区，努力在推动文化高质

量发展的新征程中跑出加速度。

本报讯 （记者 易蓉）昨天，

“中法医学健康国际研讨会”在上

海交大医学院开幕。中法专家学

者围绕“合作、创新、共赢、超越”主

题，聚焦医学教育创新、医院管理

与患者服务、医药产学研联动发展

三大医学健康领域议题，通过深入

交流与探讨，推动中法两国在医学

领域的深度合作与共同发展。

研讨会由上海交通大学医学

院和新民晚报社主办，法国国家医

学科学院、法国巴黎西岱大学、法

国里昂第一大学联合主办，上海交

通大学医学院中法联合医学院承

办，法国益普生集团支持。

中法医学教育结硕果
昨天上午，“中法医学教育合

作专题展览”启动仪式在上海交通

大学医学院懿德楼举行。中法医

学高等教育合作始于20世纪初上

海交通大学医学院的前身震旦大

学医学院，独具特色的法语医学教

育培养了一大批中国医学界元老，

最具代表性的就是“共和国勋章”

获得者王振义院士，他曾荣获中国

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培养出陈

竺、陈赛娟、陈国强三位院士，铸就

“一门四院士”的传奇。

1964年中法建交后，中国首个

临床医学法语班在交大医学院开

设。1997年，交大医学院临床医学

法语班项目列入中法政府级文化教

育合作项目；2002年，法国在上海的

首个大型医学科技合作项目——瑞

金医院中法生命科学和基因组研究

中心成立；2018年10月，上海交大

医学院与法国五所顶尖医学院校

共建“中法联合医学院”；2021年新

开设中法合作科研法语班首次招

生，开启科研人才合作培养。

60年来，上海交大临床医学法

语班至今培养了近千名优秀医学

生。截至2023年底，已选送近500

名法语班学生赴法学习；法方每年

选派30余名医学生到交大医学院接

受临床培训，并承认其实习效力。

大会主席、上海交大副校长、

交大医学院院长、中国工程院院士

范先群，法国国家医学科学院院

士、上海交大医学院中法联合医学

院法方副院长马克 ·德尔佩什在发

言中对中法联合医学院促进医学

科技创新成果都给予了积极评价。

推进未来医学健康合作
记者获悉，近年上海交大医学

院与法国国家医学科学院、法兰西

公学院、奥罗阿肿瘤研究中心等顶

尖科研机构开展密切合作，免疫学

研究所、附属瑞金医院血液学研究

所、胰腺研究所等单位与法国合作

科学研究取得系列重大成果。上

海交大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副院

长、中法联合医学院执行院长沈柏

用说，“过去的临床医学法语班只

培养临床医生，最近十多年来，人

才培养目标已逐渐转变为临床和

科研并重，不仅培养医生，也培养

有国际视野的科学家。”

开幕式上，中国科学院院士陈

竺在主旨报告中提到，目前中法医

学合作在基础研究、人才培养、临

床诊治等多个层面展开，许多科研

成果已经转化为临床应用造福世

界人民。益普生中国总经理戴纪

尧在论坛上表示，希望未来在包括

基因疗法、细胞疗法以及人工智能

在医疗产业中的应用方面与中国院

校和科研机构“共创下一代创新”。

■ 上外云间中学的学生阅读夜光杯展板 本报记者 陶磊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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