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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水平高质量的医疗服务，是

城市核心竞争力的重要体现：完善

的医疗保障带来人民生命品质提

高、人均寿命增长，医学新技术、新

设备、 新材料和新药物齐聚汇合，

世界一流医学人才流入和疑难杂

症患者追随而来，生物医学科研教

育的殿堂级呈现……上海离这一

切究竟有多远？

笔者以为， 用 5 个以 A 打头

的关键词来构建发展路径， 有助

于坚定我们在广袤的未知中逐浪

的信心， 开拓出一条持续提升医

疗服务能级的科学途径， 进一步

擦亮 “上海服务” 的金名片。

———Accessibility， 确保人民

群众的就医可及性。 这指向的是

民生保障的平等和人民生命的尊

严。 毋庸讳言， 人们在这方面的

需求还远未得到满足， 大医院拥

挤不堪， 名医一 “号” 难求。 改

进就医可及性的分级诊疗改革 ，

正力推着优质医疗资源的下沉 ，

期望由家庭医生承担起居民健康

和卫生经费的守门人。 就医可及

性的改善， 更应该通过新技术和

生产关系的变革， 催生医疗行业

的效率革命。 一方面通过互联网

技术， 实现专家对社区医生的实

时指导； 另一方面应敞开怀抱拥

抱人工智能 （AI） 和大数据在疾

病诊断中的运用 ， 将原先只为

“天赋异禀” 的名医所拥有的诊断

能力转化成普通家庭医生就能够

运用的智能手段， 造福患者大众。

———Affordability， 必须是人

民群众能够负担得起的服务。这些

年我国普及医保的成就举世瞩目，

这取决于雄厚的经济实力和关切

民生的价值观，也在于占医疗行业

绝对领导地位的公立医院牢牢把

握住了公益性的使命。公立医院的

发展， 始终要以医疗服务价格的

affordability 为原则和边界 。 各种

先进器械在治疗中的应用， 确实

提高了精确性， 降低了医生操作

的难度。 对标国际， 要对标世界

医学前沿的突破性创新， 在新技

术和新模式的大范围应用上， 更

要对标在平衡技术进步与成本可

控上的成功经验。

———Assessment， 要有一个针

对医疗服务质量的客观全面的评

估体系。 当下， 各种名目的医院

排行榜层出不穷， 缺的是真正基

于诊疗质量比较的医疗评估体系。 医院的排行， 很多时候取

决于人们的口碑印象、 科研投入产出、 少数领军人物在业

内的影响力。 而作为医院核心竞争力的医疗诊治质量和服

务水平则很难得到数据支撑。 一个更加健康的评估体系应

该包括各医院的病种总例数， 均次费用、 药占比 、 均次耗

材费用等。 国外同行的质量评价已涉及可比病种的治愈率、

死亡率、 二次手术率、 并发症、 感染率等统计模型的分析。

这方面， 我们无论在医疗质量的理论建立还是数据库建设

上， 都还处于起步阶段。

———Advancement， 应直观地体现为区位优势明显的医

疗技术的先进性、 医学人才的先进性。 历史上 ， “上海专

家” 在华东地区一直享有盛誉， 到今天这一传统口碑仍在，

但优势不再明显。 “上海专家” 的优势来自上海的区位优

势： 面朝太平洋， 背靠人文经济昌盛的长三角， 一流人才和

技术都要到上海抢滩。 如今的中国， 全球化进程和互联网技

术可以让腹地瞬间变成前沿。 上海要加大与国际交融力度，

追上世界医学前沿的技术革新步伐， 更要纵身于长三角城市

群医疗服务一体化进程， 在格局的撬动和重整中盘活能量、

重振雄心、 重新出发。

———Affection， 以爱的人文环境来筑造。 医疗行业是以

技术和数据引领的科技行业， 更是以爱和关怀筑底的人文行

业。 终身学习的要求、 转型时代的焦虑、 技术驱动和行业规

范的夹击， 医疗资源不足和分布不均的压力， 集中到这个行

业， 悲观失望和犬儒主义情绪浮动。 上海要用加大投入和提

升效率来扭转艰辛， 更要用高层次的爱和文明来提振士气。

医者以爱和技艺立身， 社会以尊重筑起文明的底线， 要懂得

医学不是神学， 我们都受制于医学进步的有限性。 要相信用

爱点亮的人文环境可以驱散消沉和阴影， 筑起信任和尊重的

底线。 让医者来驻守健康的堤坝， 让全社会来守卫文明的堤

坝。 这是我们共同的向往和使命！

（作者为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院长）

用镜头记录白衣天使战高温身影
近百位摄影师深入一线捕捉感人瞬间

本报讯 （记者陈龙 通讯员龚纾碧）上海

昨起又迎一波高温，且晴热还将持续。 市卫生

计生委近日发布“上海医务人员战高温摄影作

品征集令”，近百位摄影家、资深摄影师、摄影

记者将在接下来一周深入医院和公共卫生单

位最繁忙的科室、救护车、公共卫生监测点、病

媒监测点等医疗机构单位，用镜头记录医务人

员在烈日酷暑下的身影。

作为“生命·守护·感动———上海最美医者

摄影大赛”的一项特别活动，市卫生计生委联

合文汇报社、市医务工会以及上海市摄影家协

会等开展 “上海医务人员战高温摄影采风活

动”。摄影师们将撷取高温日珍贵片段，用镜头

定格救死扶伤，展现白衣风采。

昨天，跟随拍摄的记者在市第六人民医院

急诊科看到，护士们在空调环境下仍然忙得满

头大汗。 进入高温天气以来，这里的补液室日

均补液 700 人次左右，相比平时增加 100 人次

左右。 一旁的急诊检验窗口，工作量比平时增

加两三成。 急诊骨科石膏室里，68 岁的丁志祥

医师在为病人打石膏，并反复交代各类注意事

项。 在针推伤科，60 瓦的红外线烤灯、艾灸盒

以及温针治疗，把治疗室变得热气腾腾，室内

温度高达 40 摄氏度以上。 伤科医师们全然不

顾湿透的白大褂，依旧认真地忙碌着。 在市卫

生计生委监督所的现制现售水巡查行动中，抽

检员驱车前往徐汇区十余处小区，对这些小区

中投币刷卡使用的现制现售饮水机作饮用水

安全检查。 看似简单的取样检查，其实要注意

的细节特别多，在现场作完细菌检查后，要用

大大小小的容器取样三次，再作一系列饮水机

出水口检查。 检查完一台饮水机，两位抽检员

已满头大汗，汗水浸湿了制服。

据悉，本市自今年 5 月启动“上海最美医

者摄影大赛”以来，众多医务工作者和市民踊

跃参赛，迄今已收到近 300 组优秀作品。 本次

活动优秀作品将在文汇报新媒体、 市卫生计

生委官微“健康上海 12320”等平台展示。活动

号召全市更多摄影家和摄影爱好者， 在炎炎

夏日记录守护上海 2400 余万市民身体健康

和生命安全医务工作者的感动瞬间与精彩

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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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学术·专业出版中心
预计 2020 年将达 30 家

本报讯 （记者许旸）在已有的 20 家学

术·专业出版中心基础上，上海又新增五家

学术·专业出版中心。记者昨天从上海市新

闻出版局获悉， 今年有21家出版社新申报

27个学术·专业出版中心，经评定，上海教

育出版社“语言文字出版中心”、上海古籍出

版社“古典文学出版中心”、华东师范大学出

版社“数学出版中心”、格致出版社“经济管

理学术出版中心”、立信会计出版社“会计

学出版中心”这五家出版中心脱颖而出。 目

前，上海共有25家学术·专业出版中心得到

正式授牌，预计2020年将达30家。

四年多来， 这 25 家出版中心围绕专

业定位， 推出一系列重大出版工程， 多次

荣获国家级奖项 ， 成为上海出版持续发

展、 打造优秀品牌的重要支柱。 经对前期

20 家学术·专业出版中心 2016-2017 年运

营情况综合评估， 总体发展良好， 成效显

著。 从昨天揭晓的评估结果来看， 上海科

学技术出版社 “医学临床与工具书出版中

心” 有 14 个项目入选国家 “十三五” 出

版规划， 《百年中医史》 等项目获国家出

版基金资助； 上海古籍出版社 “历史文献

出版中心 ” 有 6 个项目入选国家 “十三

五” 出版规划；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先

进制造技术出版中心” 持续推出 “大飞机

出版工程” “海洋强国出版工程” 等重大

项目 。 这三家出版中心评估分数分列前

三， 获评优秀。

此外，少年儿童出版社的“原创儿童文

学出版中心”、上海文艺出版社“民族民俗

民间文化出版中心”、上海译文出版社“原

创双语工具书出版中心”、中国中福会出版

社“原创图画书出版中心”、第二军医大学

出版社“海洋医学出版中心”等五家出版中

心获得培育扶持资金。 它们将历经两年培

育期的考察， 两年后市新闻出版局根据出

版中心的专业表现展开评估， 如合格则正

式授牌，不合格则取消。

为引导和促进出版单位提升学术出版

和专业出版水平 ， 上海市新闻出版局自

2014 年起特设一个专项资金，重点支持学

术专业出版建设， 推动全市出版社聚焦专

业领域， 提升学术内涵， 提高精品生产能

力。通过从培育、授牌、资助到评估、奖励和

退出机制的建设，打造上海学术·专业出版

中心品牌， 包括编辑团队品牌和图书出版

品牌。

深耕重大工程，

上海打造国内学术出版高地

25家学术·专业出版中心聚合优质书稿与作者资源

上海古籍出版社的西域、家谱、经典文献

三条“产品线”，专业水准业内有口皆碑，“有的

书稿甚至整理加工到连作者都甘拜下风”；华

东理工大学出版社凭国内首套页岩气学术著

作摘得第 15 届上海图书奖特等奖； 上海交通

大学出版社“大飞机出版工程”七个系列 110

余种图书，向爱思唯尔等国际出版集团输出英

文版权 17 项……从上海扩至全国， 再拓向海

外学界，聚焦国家重大项目和前沿成果的上海

专业出版屡创佳绩，品质半径不断增长，在国

内外图书市场延展出一道漂亮的影响力圆弧。

这组傲人成果背后的“发动引擎”，正是上

海搭建的学术·专业出版中心机制———每两年

评选一次，四年多来已授牌 25 家学术·专业出

版中心，预计将于 2020 年增至 30 家，全部面

向重大出版工程、重要出版项目、重点出版领

域，立足优势资源深耕细作。 这一机制充分彰

显了上海打造国内学术出版高地的决心和实

力，并将进一步推动上海建设文化码头、发挥

文化源头的功能效应。

“专业知识管家 ”排兵布阵 ，

深耕细分领域
记者从上海市新闻出版局获悉，近年国家

级奖项和资助中，上海划出一条上扬曲线———

2018 年“十三五”国家重点图书、音像制品和

电子出版物出版规划项目第二次调整后，上海

新增入选 74 种，项目总数达 332 种，占全国近

10%；上海 55 个项目入选 2018 年度国家出版

基金，占比超 7%，再创新高 ；上海 23 个项目

入选 2018 年度国家古籍整理资助项目， 占比

超 22%，领先优势显著；三年一度的中国出版

政府奖，上海学术出版占得四席，分别是华东

师范大学出版社《中国文字发展史》、上海科技

教育出版社 《竺可桢全集》、 上海辞书出版社

《大辞海》、上海古籍出版社《日本国见在书目

录详考》，继续领跑全国。

“25 家学术·专业出版中心相当于 25 个

‘专业知识管家’， 立足自身特色酝酿出版项

目，扬长避短，凸显个性，有助于在相关专业领

域和细分市场推出精品。 ”上海市新闻出版局

局长徐炯告诉记者，上海近年来坚守学术出版

之路、打造专业出版特色，通过对学术·专业出

版中心的授牌、资助和评估，推动出版社聚焦

专业领域，强调品牌领先的意识与导向，纵深

开拓选题， 培养造就了一批高素质编辑队伍，

持续做强做大上海优势出版领域。据上海世纪

出版集团副总裁阚宁辉介绍， 仅在 2017 年度

国家出版基金资助项目中，世纪出版集团就以

29 项领跑全国，而这 29 个项目主要来自集团

旗下的 10 家学术·专业出版中心。

上海书画出版社的“书法研究出版中心”，

推出《中国书法史绎》等特色读物；上海书店出

版社的“近现代上海历史文献研究出版中心”，

策划“口述历史丛书”等系列专著；上海科学技

术出版社的“医学临床与工具书出版中心”，打

造“杏林园”中医药品牌数据库平台……这些

出版中心都跳开了“大而全”，更注重追求图书

辨识度， 对专业领域制定了中长期发展规划，

助力上海的优势出版领域落地生根。 以上海

古籍出版社为例，旗下挂牌“历史文献出版中

心”“古典文学出版中心”花开两枝，在文献典

籍整理及学术研究著作出版领域表现突出。前

不久，历时 25 年编纂、总计 4000 万字的《中华

大典·历史典》终告完成。作为国家人文社会科

学领域级别最高、规模最大的科研项目之一，这

一出版工程的亮相与“历史文献出版中心”的深

耕密不可分，中心共有编辑 21 人，其中博士学

位者 4 名、编审 3 名、副编审 3 名，专业均为历

史学或古籍整理。 过硬的业务把关能力加上平

台磁场效应，《中华大典·历史典》汇聚了北京师

范大学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中心、 上海师范

大学古籍所、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等多

家单位及众多学者参与，共同投身挖掘中华历

史典籍中有价值、可借鉴的珍贵文献。

以专业对话水准和细节服务
“跑”赢选题战

在业内看来， 学术专业出版往往意味着

要有“盯人”“盯书稿”的过硬本领，服务作者

光态度好可不够， 更要拥有与专业领域作者

对话的学术能力。

以国内第一套页岩气高端学术著作 《中

国能源新战略———页岩气出版工程》为例，这

套丛书吸引多名全国院士参与编撰， 华东理

工大学出版社“能源与环境（化学化工）出版

中心”金字招牌功不可没。 本来，页岩气相关

研究机构多设在北京， 数家当地出版社

“虎视眈眈”，最终上海团队以出版中心的

专业导向优势“啃”下项目。 华东理工大学

出版社项目部主任马夫娇说，丛书所有分

册在排版前经过六道审读工序，是常规图

书的两倍。 对于专业术语更是严格把关，

如多个分册涉及“坳陷”和“拗陷”，看上去

字形接近，但使用语境相异，若简单统改

为其中任一个都不合适。 项目组查阅了全

国科学技术名词审定委员会官方信息，与

主编、分册作者逐一商讨，仅这组词语就

交流了十几个回合，确保细节到位。

这股“较真”的劲头，不仅提升了重点

项目的出版含金量，也赢得了专业人士的

尊重和信赖。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总编辑

助理、社部项目部主任钱方针告诉记者，“先

进制造技术出版中心” 对重大工程精益求

精，就拿“大飞机出版工程”来说，《民用飞机

工业设计的理论与实践》 一书的编辑过程

中，团队对每条适航法规一一确认，甚至查

出原书稿中五条法规并没有采用最新法规

版本， 这让身为副总工程师的作者刮目相

看。 “学习了解行业知识、标准和法规，以出

版规范提升学术内容品质，是出版人的必备

功课。 ”她还记得，“结构强度系列”的责任编

辑梳理了物理量呈现、 缩略语等详细图表，

老航空人沈真一一核查后被责编的专业水

准所折服，此后放心将书稿交给上海交通大

学出版社，还陆续推荐其他专家加盟，令“大

飞机”丛书作者团队日益壮大。

茛在徐汇区一小区， 水质抽检员正在对一台现制

现售饮水机水质进行抽样检测。 本报记者 陈龙摄

▲上海市第六人民医院急诊科抢救室内， 医师正

在抢救患者。 本报记者 张挺摄

2018 年 “十三五 ” 国家重点图书 、 音像
制品和电子出版物出版规划项目第二次调整

后 ， 上海新增入选 74 种 ， 项目总数达 332

种， 占全国近 10%

上海 55 个项目入选 2018 年度国家出版

基金， 占比超 7%

上海 23 个项目入选 2018 年度国家古籍

整理资助项目， 占比超 22%

三年一度的中国出版政府奖， 上海学术出

版占得 4 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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