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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推动“旅游+”深度融合
去年旅游总收入同比增长15.7%

本报讯 （记者何易）去年本市旅游

总收入达4485亿元，同比增长15.7%；今年

预计旅游业总收入4920亿元， 同比增长

10%。 市政府昨天召开2018年全市旅游工

作会议，全面部署2018年旅游重点工作。
据介绍，2017年上海旅游总收入达

4485亿元，同比增长15.7%；国内旅游收

入4025亿元，同比增长16.9%；旅游外汇

收入68.1亿美元，同比增长4.3%；接待国

内游客人数3.18亿人次，同比增长7.5%；
接待入境游客人数873万人次，同比增长

2.2%。 申城星级饭店客房平均出 租 率

68.8%，同比上升0.6个百分点；其他饭店

客房平均出租率达69.2%， 同比上升1.7
个百分点。

今年预期目标是， 全年接待入境游

客人数890万人次，同比增长2%；旅游外

汇收入69.5亿美元，同比增长2%；接待国

内游客人数3.34亿人次，同比增长5%；国
内旅游收入4450亿元，同比增长10%；旅

游业总收入4920亿元，同比增长10%。
今年，上海将围绕打响“四大品牌”

和国家旅游局实施“优质旅游”战略等要

求，着力在旅游业高质量、高品质发展上

下功夫， 为上海迈向具有全球影响力的

世界著名旅游城市打下更加坚 实 的 基

础。 其中，包括推动“旅游+”深度融合，
加大全域旅游创建试点力度， 巩固和推

广黄浦、青浦、崇明、松江四区“国家全域

旅游示范区”创建经验，积极推动具备条

件的徐汇、奉贤等区开展全域旅游创建，
打造“处处是景、时时宜游”的良好格局。

“三联办公室”让居民
少跑腿也能解难题

虹口区尝试居委会、物业公司和业委会合署
办公，治愈居民小区服务管理扯皮顽疾

全市首创的“三驾马车”合署办公

昨天在虹口区凉城新村街道文苑一居

民区挂牌。 这是该街道在开展大调研

时，针对社区居民反映最多的业主与物

业公司之间的矛盾而采取的新举措。

“三驾马车 ”设在同一
幢楼，便于居民就近联系

“三驾马车”指的是居委会、业委

会和物业公司。据了解，文苑一居民区

有文苑、文苑一、三湘、经典、奎江、亚

馨苑、水仙七个小区组成。除了七个业

委会，还有五家物业管理公司。如今他

们集中起来与居委会在一地办公，“三
联办公室” 的墙上贴着居民区七个业

委会和五家物业公司联系人名单及其

联系方式，还有责任章程。据凉城新村

街道相关负责人介绍，“三联办公室”
设在居委会同一幢楼， 便于居民就近

联系，同时物业也有了在居民区的“落
脚点”，业委会也不用另找办公点了。

“三驾马车”在一起办公，居民有

什么“边界”不清的问题，各方代表可以

当场决定哪一方是解决问题的主角。如
果需要一起解决的， 也能马上处理，不
用居民再四处奔波了。

居民期盼的事 ，要 “一
竿子插到底”

“三联办公室”的建立，源自于近

期开展的大调研。大调研，要从社区居

民最迫切希望解决、 影响他们日常生

活幸福指数的“难点”“痛点”入手。 凉

城新村街道决定针对比较突出的业主

与物业之间的矛盾，重点寻策问计。

“越是难的问题，就越需要我们去

直面。居民期盼的事，我们就要一竿子

插到底，迎难而上，帮助解决。”街道党

工委书记乐跃明告诉记者， 业主与物

业公司间长期存在的矛盾不但影响社

区管理， 而且极易影响社会稳定和居

民幸福指数的提升。 为此，凉城街道提

出“万众建我家———三聚工程（党群组

织聚人、 共治自治聚力、 为民惠民聚

心）”， 全力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区

生活共同体，即“三驾马车”合署办公。

试点之后，将在27个居
民区逐渐推行

“居民碰到问题，往往第一个想到

居委会， 但很多问题光靠居委会是难

以解决的。 ”文苑一居民区党总支书记

高爱琴一度经常面临这样的无奈。 小

区有一户居民家南面一堵墙发生雨天

渗水现象，居委会告诉她，渗水问题要

找物业公司。 可物业公司说可能楼上

居民水管老化了， 要居委会出面做工

作， 否则物业公司很难进居民家检查

水管。 一来二去，居民的怨气上来了。
“类似情况，在这次大调研中，居

民多有反映。为此，我们决定即知即改，
让‘三驾马车’合署办公。”乐跃明说，居
民小区的精细化管理是城市精细化管

理的重要组成部分。 “三驾马车”合署

办公，现在还处在试点阶段，街道在调

研时还要不断听取居民意见， 进一步

探索城市管理创新机制， 通过引入党

代表、 居民代表和社会组织等一起来

“坐镇”， 提高小区治理的 “绣花”水

平， 还将试点建立物业管理委员会，
与居委会、业委会形成“三委”联动，共
同管理好美丽家园。这一合署办公模式

完善后，将逐渐在27个居民区推行。

“春运英雄”：弯腰、答疑日均“1000+”
根据预测，今年春运期间，浦东机

场旅客吞吐量将达820万人次，同比增

长5%，日均进出港人流峰值将达21万

人次，飞机起降5.5万架次。 面对高位

运量，浦东机场推出多项服务举措，全
面提升旅客出行体验。一片繁忙之中，
民航工作人员坚守岗位， 用真情服务

为乘客旅途助力护航。

“行李大使”：每天弯腰1100次
记者在浦东机场国际到达行李提

取区见到宋艳梅时， 她正麻利地整理

着传送带上的行李———把箱子拎起，
把手朝外， 以方便旅客拎走。 一分钟

内，她整理了24个重箱子。
宋艳梅是浦东机场 “行李大使”，

她每天要弯腰1100余次， 整理1700多

件行李。 这班从阿布扎比飞来的国际

航班行李不少， 她始终没停下手上的

活儿， 头也不抬地说，“一天下来是挺

辛苦的。 ”
2月1日春运开始以来， 浦东机场

客流逐步增多， 浦东机场在两个航站

楼共设置60位“行李大使”，保证在每

个运转的行李转盘旁， 都有专人帮旅

客整理、提取行李。
浦东机场副总经理董卫介绍，航

班进港高峰期， 大批行李集中传送至

到达大厅的转盘， 箱包容易无序堆叠

和挤压碰撞， 旅客辨识和查找行李有

诸多不便，“撞箱”和“错拿”也时有发

生，而“行李大使”提前整理排列行李，
整齐摆放，会方便旅客，也能提高转盘

使用率；另外，他们还会帮老弱残障等

旅客识别、提取、搬运行李。

“机场百事通”：时刻关
注周边三米内旅客

“南航国内值机柜台在哪里？”“我
护照丢了， 怎么办？ ”“哪里可以乘大

巴？”“哪里可以打包行李？”“厕所怎么

走？ ”……旅客们急匆匆抛来一串问号，
叶晨始终面带微笑， 几乎都在第一时间

给出答案，像一部机场“百事通”，最后还

不忘贴心地为旅客指一下路线。 旅客转

身瞬间，她的一句“祝您旅途愉快”已脱

口而出。
叶晨是机场航站区现场问询班服务

员，她说，“旅客都赶时间，交流要专注耐

心，回答要精准快速，要尽量避免二次问

询。”为此，叶晨他们有几个绝招：在卡片

上写下值机岛的英文字母，粘在柜台上，
指给旅客看； 把信息查询系统设置为双

屏模式，其中一屏展示给旅客；在身边常

备纸笔。
咨询柜台内有座椅， 但叶晨和搭档

吴佳妮几乎一直站着服务。“我们服务有

个‘三米关注法’原则，要时刻关注周边

三米内的旅客，感觉他有疑问时，要起立

迎上，主动微笑问询是否需要帮助。 ”据
不完全统计， 她们每人每天至少回答千

余次问询， 大多数都是重复、 简单的问

题，但始终耐心解答。

抵达问询服务：日均答疑
千余人次

来到陌生城市，酒店怎么走、哪里有

合适住处、正规租车公司怎么选、热门景

点周边怎么去等问题最绕不过。 春运期

间，驻守在浦东机场航站楼到达区“集中

式旅客服务中心”的潘洁和同事们，每天

要接待千余名旅客的类似问询。
潘洁和同事们始终微笑服务， 熟练

查询后及时告知旅客。 遇到较少有人问

起的酒店信息，潘洁还会致电酒店，帮忙

询问是否有班车和接机。
浦东机场航站区现场运行科负责人

张钰燕介绍， 通过梳理总结旅客问询问

题， 今年春运前他们首推个性化信息服

务卡，图文并茂为旅客指路、提供信息；
首次为有需要的旅客提供沪语咨询服务

等。另外，集中式旅客服务中心还提供书

报、地图、便民包、急救药等，引入自动查

询系统。

■本报首席记者 郑蔚
驻浙记者 蒋萍

新昌调腔：古韵遗风，重焕光彩
凄厉、 激越的目连号和调腔特有

的“帮腔”，近日重又在浙江绍兴新昌

县文化中心响起，最古老的“起殇”、鲁
迅笔下的“无常”一一重现，一出罕见

而珍贵的完整版“目连救母”重又在这

方简朴的舞台上“活”起来……
3个多小时后，这台汇集了“新昌

调腔”和“绍兴目连戏”两项国家级非

物质文化遗产的《目连拜佛》在观众经

久不息的掌声中落下帷幕。舞台一侧，
该剧导演、 新昌调腔剧团副团长田敏

长舒了一口气：复排《目连拜佛》并不

容易，更何况，舞台上挑大梁的是剧团

里的“90后”甚至“95后”。
位于浙江东部的新昌县， 拥有丰

厚的人文历史底蕴， 新昌调腔是首批

国家级非遗， 也是公认的 “中国戏曲

的活化石”， 而绍兴目连戏则一贯沿

用调腔演唱。 以 “目连救母” 为题材

的目连戏被誉为 “戏祖”， 仅靠艺人

口口相传， 几经起落， 如今已面临濒

危境地。
保护和传承这份古韵遗风， 成为

剧团数代人义不容辞的责任。 田敏告

诉记者：“调腔目连戏现存手抄本168
出，使用唱腔曲牌80多种，可演三日三

夜， 现在只有零星剧团和民间班社还

能演部分折子戏。 此次复排 《目连拜

佛》，我们保留了故事主干，还原了一

些经典出目，其中干唱、闹场等都是调

腔特有传统， 又融入了符合当下审美

的舞台设计等。 ”
为此， 田敏多次赴嵊州市黄泽镇

前良村向82岁的王林铨“取经”，王林

铨是这一带唯一能唱168出全本的老

艺人。“目连戏中蕴含的孝亲、劝善、诚实

等价值观历久弥新，她是古老的，也是鲜

活的，我们是怀着敬畏心来排演的。 ”田
敏坦言。

台上演绎的 目 连 救 母 历 经 重 重 磨

难，台下，新昌调腔的传承之路也同样曲

折。和许多基层剧团一样，“天下第一”的
新昌调腔剧团也是“天下唯一”，这个有

着60年历史的剧团，至今仍“蜗居”在县

文化中心， 练功房由几间办公室打通而

成，没有库房，演出道具、设备只能码在

剧场大厅外。
和很多传统戏曲相似， 这个古老剧

种的人才培养也几经沉浮。 从上世纪50
年代培养的首批国家级传承人章华琴，
到王莺、田敏，再到此次担纲主演的俞臻

杰、张婷芳等新生代，新昌调腔正是通过

“传帮带”甚至“隔代传”的方式才得以延

续。 浙江省非遗保护专家委员徐宏图犹

记得，借助非遗契机，2007年再开调腔中

专班时距离上次招生已过去20年， 学生

多来自农村， 已退休的章华琴夫妇和他

们一起吃住在学校，将每一句念白、每一

个动作倾囊相授。俞臻杰、张婷芳都来自

这个班，如今，舞台经验日益丰富的他们

正成长为剧团中坚力量。
《目连拜佛》首演第二天，浙江省文

化厅公布了第五批省级非遗项目代表性

传承人名单，王林铨、王莺、田敏榜上有

名， 以鼓励他们为古韵遗风重焕光彩做

出的贡献。 下了戏的俞臻杰和张婷芳则

显得有些腼腆， 有剧团工作人员在朋友

圈里“晒”出两人伤痕累累的膝盖，记者

问：“这么苦，想过放弃吗？”“老祖宗留下

来的，不能让它断在我们手里。 ”两位年

轻人坚定地说。 （本报绍兴2月6日专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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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还可以为国家多工作若干年”
94 岁的黄旭华院士接受白内障手术后恢复良好，将出席今年春晚

初春的杭州，阳光灿烂，暖意融融。
一个月前， 中船重工 719 所名誉所

长黄旭华院士在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邵

逸夫医院做了双眼白内障手术，6 日前来

邵逸夫医院眼科中心复诊。 这位 94 岁老

专家的视力恢复得如何？ 在武汉工作的

他，怎么会选择到杭州来动眼科手术的？

最初是用手电筒做的检查

“话还得从去年 11 月 17 日在北京

举行的全国精神文明建设表彰 大 会 说

起， 黄旭华院士是出席会议的全国道德

模范代表。 我也作为代表很荣幸地出席

了会议。会上，黄旭华院士的报告让我们

都非常感动，但我发现，他除了戴老花镜

以外，还用了一个很大的放大镜，一行一

行地看演讲稿，看得很吃力。出自职业的

本能 ， 我就想 ‘黄老是不是视 力 有 问

题？ ’”一早就在眼科大楼的大厅里恭候

黄旭华院士的姚玉峰教授对记者说。 姚

玉峰教授是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邵逸夫

医院的眼科主任、博士生导师，已经成功

地做过 3 万多例各种眼科手术。
会后， 姚玉峰教授就主动找到黄旭

华院士， 关切地询问黄老：“您有没有看

过眼科？”黄旭华院士说：“我单位每年都

体检，体检时我对医生说有白内障，医生

可能是觉得我年龄比较大， 担心动手术

不安全， 就安慰我说：‘年纪大有点白内

障是正常的’，所以我一直没有动手术。”
当得知姚玉峰教授是眼科专家后， 黄旭

华院士对他非常信任：“您能不能帮我检

查一下？ ”
“我当时想， 要是能帮上黄旭华院

士， 他一定可以为国家多做几年贡献，”
姚玉峰教授说 ，“不过当时我也有点为

难，我就对黄老说，我的医院在杭州，这

里没有任何检查设备。但黄老非常豁达，
他说，没关系，我就到杭州动手术。 ”

于是， 姚玉峰教授就在黄老住的客

房里， 用手机上的手电筒功能为黄老做

了最初的检查。 黄旭华院士的视力从他

四五十岁开始出现老花现象， 后来又出

现白内障，持续的时间有几十年之久。
“我起先到眼镜店，每年换一副更深一

点的眼镜。后来眼镜店师傅说，我们度

数最深的眼镜都给你配过了， 再也配

不出更深的眼镜了。 所以我只好用放

大镜了，一些重要的科技文献，所里都

要打成大字本给我看。 要是再不动白

内障手术， 我的视力就要影响我的工

作了。 ”黄老说。

“一失万无 ”的手术必
须万无一失

虽然最初的检查“设备”只是手机

上的手电照明， 姚玉峰教授已经发现

黄老的白内障确实非常“老”了。“我们

眼科把白内障根据不同严重程度分为

5 级， 黄院士的白内障已经呈现棕黄

色，达到了 5 级核的硬度。”姚玉峰说，
“我马上进行了手术评估，一是有没有

做手术的希望？ 二是风险是明摆着的，
黄院士已是耄耋老人， 可能的心血管、
糖尿病的因素都要考虑，关键是这风险

能不能承担得起， 有没有做手术的空

间？我觉得根据我们医院和眼科团队的

能力， 只要做好各项风险防范工作，完
全可以做好这台手术。 ”

正在北京党校学习的邵逸夫医院

院长蔡秀军获悉黄旭华院士打算来眼

科中心做白内障手术的事，非常重视，
特意从北京打电话回医院， 布置麻醉

科等相关科室，进行多学科准备，要确

保万无一失。元月 3 日，全院进行了大

会诊，确定了手术方案。
“我虽然对手术很有信心，但因为

黄老的影响太大了。 我们平时说每台

手术都要确保万无一失， 但这台手术

万一失败，对我们来说影响上就是‘一失

万无’啊！ ”姚玉峰说，“所以我们医院做

了精心安排，设想了各种可能，准备了各

种预案。 比如，手术是局部麻醉还是全身

麻醉？对手术医生来说，病人全麻最好，但
考虑到黄老年事已高，我们情愿多担点风

险，也要确保病人安全。 所以最后确定的

方案是局麻，我亲自主刀，承担一切责任，
为黄旭华院士进行微小切口超声乳化手

术和联合三焦人工晶体植入术。麻醉科主

任非常支持，全程监护，手术很顺利。 ”
元月 4 日上午， 先为黄老白内障相

对稍好些的右眼进行手术。 姚玉峰教授

先轻轻地切开一个 1.8 毫米的切口 ，将

超声波手术管伸进去， 对白内障进行乳

化后，再全部吸净，然后植入人工晶体，
整个手术一气呵成， 全程只有 13 分钟。
手术非常顺利。

第二天， 姚玉峰小心翼翼为黄旭华

院士打开纱布，“哇，好亮啊。 ”这是黄旭

华院士的第一句话。 原来担心用超声波

乳化白内障后， 黄老的眼睛部位会比较

肿，结果发现肿块并不大，视力也从术前

的不到 0.1 恢复到了 0.3。 右眼术后第三

天、左眼术后第二天，视力都恢复到了令

人兴奋的 0.6。
出院时， 黄老向眼科中心赠送了锦

旗 ，上书 “周到细致 ，一丝不苟 ，万无一

失”。八十又三的黄老夫人李世英还赠诗

一首：“相逢首都是机缘， 仁心感我赴邵

院，妙手拨开瞳中雾，又见清澈碧云天。”

“黄老的视力接近小青年了！”
今天， 黄旭华院士在眼科中心检查

了视力和眼压，复诊的结果令人欣慰：左
右眼都达到了 0.8+，眼压也正常。

姚玉峰教授高兴地说，“我们年轻人

的视力一般在 1.0 左右， 黄老的视力已

经恢复得和小青年没有太大差别了！ ”
黄老现在为什么会觉得眼前的世界

特别“亮”？姚玉峰解释说，人眼看到的世

界，既有视力因素，也有心理因素。 因为

病人长期的白内障， 看到的世界模糊不

清， 心理上逐渐适应了光线比较暗的世

界。等白内障消除后，就会觉得世界突然

变亮了。 人一般的心理适应时间是 3 个

月。 3 个月后，病人视力恢复后突然变亮

的感觉就慢慢消失了。
植入人工晶体后，这人工晶体若干年

后是不是还需要更换？ 姚玉峰教授说，不
需要，这人工晶体的设计寿命是 300 年。

视力恢复得这么好， 黄旭华院士非

常高兴， 他说：“我还可以继续为国家工

作若干年。 ”
之前，曾有媒体报道说，黄院士视力

恢复后还可以为国家工作 20 年。 对此，
黄院士笑着更正说，“20 年以后， 我 114
岁了。如果我上次说过工作 20 年，这‘20
年’也是一个虚数，具体说，应该是工作

若干年。我现在不在科研一线，也不在二

线，我是年轻人的‘啦啦队’，为他们鼓劲

和呼吁。 ”
严谨、务实、无论什么时候都不说大

话，这正是黄旭华院士一生的品格。
今天， 黄旭华院士还特地戴上了老

母亲 102 岁仙逝时留下的一条围巾。“每
当我有重要的事情，我都戴着它，就感觉

我的母亲和我在一起。 ”黄老说。 这位曾

经 30 年没有回老家的游子，自感“忠孝

不能两全，对国家的忠，就是对父母尽最

大的孝”，其实内心深处是多么地爱自己

的父母啊！
“这次手术非常成功，黄老的视力恢

复得很好。从杭州回去后，黄院士马上就

要准备去北京参加今年的春晚呢！”黄老

的秘书 、719 所党群工作部的刘军青告

诉记者。
（本报杭州 2 月 6 日专电）

姚玉峰教

授向黄旭华院

士 （左） 介绍

他术后眼睛恢

复的情况： 术

后一个月， 原

先白内障部分

已 经 完 全 透

明， 意味着白

内障已被透明

的人工晶体取

代； 角膜部分

是透明的， 说

明手术完全没

有对角膜造成

损伤。
本报记者

郑蔚摄

《目连拜佛》 展现了一系列调腔目连戏传统特色， 也融入了符合当下审美

的舞台设计。 （新昌调腔剧团供图）

浦东机场二号航站楼到达区 “集中式旅客服务中心” 柜台前， 服务人员为

旅客指示值机登机方向。 本报记者 李静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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