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青年遭近视老视双面“夹击”
连续操作视频终端 2 小时以上即可使视力暂时受损

“中国屈光相关眼病正呈现着向中

青年人群‘夹击’的趋势。”上海市第一人

民医院眼科临床医学中心近日公布有关

治疗的最新现状：30 岁左右的青年人中

有不少出现“成年迟发性近视眼”，且老

视患者年龄提前至 40岁左右。

专家指出，中青年人群遭受近视与

老视双面 “夹击 ”，呈现 “人未老 ，眼先

衰”的特点。 这一新现状将倒逼屈光治

疗理念更新，全程视力覆盖的治疗理念

将成主流。

一组来自中国健康发展研究中心

的数据显示： 目前中国约有 5 亿人患

有近视眼， 其中 18 岁人群近视率达到

90%， 30 岁左右的成年人中也有不少

出现 “成年迟发性近视眼”。 同时， 目

前我国 50 岁以上人群中 81%患有老

视， 且发病年龄不断提前。 近视与老

视正呈现向中青年人群 “合攻夹击 ”

的趋势。

对此 ， 市一医院眼科临床医学中

心视光眼表科主任柯碧莲教授在接受记

者采访时表示， 除了病理性原因外， 工

作和生活中长时间面对各类智能视频终

端可能是导致成年人近视度数增加及老

年性眼病患病年龄提前的原因之一。

据研究， 长时间的近距离工作并

注视单一目标， 会导致眼的调节功能

下降， 引起视疲劳。 连续操作视频终

端 2 小时以上即可使视力暂时受损 ，

这一过程在早期是可逆的， 但若累积

到一定程度， 则可能使近视度数逐渐

加深。

屈光矫正“过度”或易带
来视疲劳隐患

来自市一医院眼科临床医学中心

的大量近年临床数据显示： 基于近视与

老花的双重 “夹击” 新特点， 临床上对

屈光干预和矫正治疗的精准方案选择提

出了更高要求。 自屈光手术成熟以来，

以全飞秒手术为代表的屈光手术是治疗

屈光疾病的优选方案。 不过并非每位视

力矫正患者都适合做手术， 高度近视、

近视合并老花等人群往往都会被建议保

守治疗。

此外，部分接受了屈光手术的近视

合并老视患者也会在术后出现眼睛易

疲劳、看近处反而不适等情况。 这一现

象有些是由于过度矫正所致。

柯碧莲教授介绍，年龄越大越容易

出现这种现象，因为眼球中的晶状体有

调节焦距的作用 ，20 岁前后调节力最

强，看近看远都可瞬间调整好焦距。 30

岁之后，晶状体的硬度会随着年龄的增

长而变高，调整晶状体厚度弧度的睫状

肌力量减弱，这部分患者更易出现过度

矫正带来的视疲劳。

更新屈光治疗理念 ，营
造“视觉融合区”

面对近视成人化、 老视低龄化，原

有屈光治疗理念亟需更新，屈光整体治

疗的“全程视力覆盖”理念应运而生。

市一医院眼科临床医学中心常务

副主任孙晓东教授表示，近视高发是世

界性难题， 在已有的矫正视力方式中，

运用全程视力覆盖理念的屈光整体解

决方案是目前适用人群最广、患者术后

体验相对更好的方案之一。

据了解，所谓“全程视力覆盖”即在

屈光治疗中充分考虑患者长期的用眼

需求及每位患者的个体差异性，通过增

加球差扩大景深、大脑融合视觉和微单

眼视等个性化微调，在患者双眼视力及

近视和老视之间找到最佳平衡点，营造

一个 “视觉融合区”， 从而达到看得清

楚、看得舒适、看得持久的效果。

■本报首席记者 樊丽萍

■本报记者 陈青

“双一流”建设根本任务是立德树人
适度扩大博士研究生规模，加快发展博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

教育部等三部委印发《意见》提出，高校要推进高层次人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教育部、财政部、国家发展改革委日

前印发《关于高等学校加快“双一流”建

设的指导意见》的通知，要求全面深化改

革，探索一流大学建设之路。教育部学位

管理与研究生教育司负责人昨天表示，

“双一流”建设走内涵式发展道路，核心

是坚持中国特色世界一流， 主线是服务

需求提高质量，根本任务是立德树人。

值得关注的是，《意见》明确提出，高

校要推进高层次人才供给侧结构性改

革，优化不同层次学生的培养结构，适应

需求调整培养规模与培养目标， 适度扩

大博士研究生规模， 加快发展博士专业

学位研究生教育。

探索建立政治过硬、行业
急需、能力突出的高层次复合
型人才培养新机制

建设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 是党中

央、国务院做出的重大战略决策。根据《意

见》，加快“双一流”建设，必须坚持四项原

则，即坚持特色一流、坚持内涵发展、坚持

改革驱动、坚持高校主体。 特别强调的一

点是，要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育人为

本，德育为先，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

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高校既要全面

深化改革推进大学整体建设，也要强化内

涵建设打造一流学科高峰，还要加快推进

协同与组织保障，健全“双一流”建设管理

制度体系和运行机制。

《意见》提出，要率先确立建成一流本

科教育目标， 强化本科教育基础地位，把

一流本科教育建设作为“双一流”建设的

基础任务，加快实施“六卓越一拔尖”人才

培养计划 2.0，建成一批一流本科专业。

《意见》要求，高校要不断增强服务

重大战略需求、 培养国家急需紧缺人才

的能力。 有关部门将建立健全高等教育

招生计划动态调整机制， 实施国家急需

学科高层次人才培养支持计划， 探索研

究生招生计划与国家重大科研任务、重

点科技创新基地等相衔接的新路径。

根据《意见》，高校要制定跨学科人才

培养方案，探索建立政治过硬、行业急需、

能力突出的高层次复合型人才培养新机

制。加强国家战略、国家安全、国际组织等

相关急需学科专业人才培养，超前培养和

储备哲学社会科学特别是马克思主义理

论、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等相关人才。

增强学科创新能力，形成
引领发展的新兴学科

新学期开学在即。对国内不少已启动

“双一流”建设的高校而言，此次《意见》

政策“干货”甚多，受到高教界人士关注。

复旦大学校长许宁生表示，建设一流

大学，要有学科作为载体，学校的整体发

展目标、各项重点建设任务最终要落实到

各个学科，体现在学科的内涵建设。 不同

层面的学科融合创新和结构增长是核心

内容。 复旦大学通过重点建设 27 个“双

一流” 学科与构建融合创新的科研平台

与育人平台，形成“双一流”学科建设的

阵列式结构，增强了学科创新能力，并积

极推动产生形成引领发展的新兴学科。

“大家越来越意识到，大学的组织将更加

依赖跨学科的结构来解决问题。 ”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校长包信和指

出，结合“双一流”建设，要加速构建学科

大平台，创新学科建设机制，构建有利于

一级学科各领域、方向相互交叉、融合的

高水平学科和科研平台。 学校充分利用

合肥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建设的契机，

在中国科学院“率先行动”计划中，首批

建设量子信息与量子科技创新研究院、

中国科学院合肥大科学中心； 牵头建设

量子信息科学国家实验室、 中国科学院

微观磁共振重点实验室等大科学平台。

探索建立中国特色“双一
流”建设综合评价体系

眼下，高校普遍关心的问题是：“双一

流”建设成效评价标准是什么？不言而喻，

评价指挥棒将发挥重大导向作用。教育部

相关负责人介绍，“双一流”建设坚持把立

德树人成效作为根本标准，坚持多元综合

性评价，以人才培养、创新能力、服务贡献

和影响力为核心要素，探索建立中国特色

“双一流”建设的综合评价体系。

具体而言，“双一流” 建设成效评价

将定性和定量、主观和客观相结合，学科

建设与学校整体建设评价并行， 充分考

虑不同学校和学科特点， 重点考察建设

效果与总体方案的符合度、 建设方案主

要目标的达成度、 建设高校及其学科在

第三方评价中的表现度。

有关部门将按建设周期跟踪评估建

设进展情况，建设期末对建设成效进行整

体评价， 并根据建设进展和评价情况，动

态调整支持力度和建设范围。具体评价指

标体系和办法目前还在研究制定当中。

12.5万市民现场体验科技魅力
2018 上海科博会昨闭幕，现场交易额近 1200 万元

本报讯 （记者沈湫莎）2018 （第五

届） 上海国际科普产品博览会昨天落下

帷幕，四天展期共吸引近 12.5 万人次市

民观展，现场交易额近 1200 万元，意向

交易额突破 1 亿元。

市民在展会现场触摸一项项高科技

产品，体验一个个虚拟现实（VR）互动展

品，聆听一场场精彩对话……在好看、好

听、 好玩的参观中真切感受人工智能等

前沿科技如何融入日常生活。

我国第一位在太空授课的女航天员

王亚平来到科博会， 现场孩子们的航天

热情一下子被点燃，问题一个接着一个，

而和王亚平来一张亲密合照， 或许将成

为他们一辈子的珍贵回忆。

“脑科学本是神经科学、医学和生命

科学的范畴， 但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发

展，科学家惊奇地发现，人脑思维方式可

以为新一代人工智能算法提供新的思路，

脑科学和计算机科学有了紧密联系和交

集……”科博会现场，褚君浩、张旭和范滇

元三位院士，分别结合半导体、脑科学和

激光领域最新成果以最通俗形象的语言做

了面对面的“科学大师话科普”报告，并与

现场青年学生分享从事科学研究的心得。

科博会为公众搭建起认知科技、理解

科技的桥梁，今年的展会虽已结束，但这

颗科学的种子将在人们心中生根发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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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首席记者 樊丽萍

“成人版PISA”摸清申城人力资源
15-65 岁上海市民终身学习基本状况“白皮书”出炉

一份上海 15-65 岁市民终身学习

基本状况的“白皮书”出炉！昨天上午，上

海市教育综合改革项目 “市民终身学习

需求与能力监测研究” 成果发布会在上

海开放大学举行。经过四年调查研究，项

目组发布了多项基于监测数据的分析结

果。 其中多组对比数据，读来令人玩味。

此次调研发现，在终身学习需求的

“学习愿望强度”这一指标上，上海呈现

出随年龄增长而学习愿望增强的趋势。

究竟哪个年龄段的市民学习愿望强度

最高？ 答案是：56 岁至 65 岁年龄段的

市民！不过，在教育支付能力方面，上海

呈现的却是随年龄增长而降低的趋势。

上海正步入深度老龄化，部分老年

人的终身学习需求和学习能力在此次

调研中得以清晰呈现。如项目负责人所

言，调研的初衷不仅是为对上海人力资

源储备情况进行抽样、摸底，更重要的

是，希望建立上海市民终身学习需求与

能力的数据库，为政府终身教育政策制

定和资源配置优化提供“精准导航”。

35 岁后市民终身学习
能力随年龄增加而降低

借助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

发布的 “国际学生评估项目 ” （简称

“PISA” 测试）， 上海教育一度扬名海

外 ，两度在 PISA 测试中夺冠 ，且在国

际教育版图上找到了自己的坐标。

不过，PISA 测试的主要对象是 15

岁学生（相当于中国初二或初三学生）。

人们不禁要问，一个人在 15 岁之后，从

16 岁至 65 岁这个年龄段，他们的终身

学习需求和能力是怎样的？上海的表现

又如何？故此，昨天发布的“市民终身学

习需求与能力监测研究”也被学界人士

称为“成人版 PISA”。

调研显示， 整体上，29.9%上海市

民具有 “较强 ”或 “强烈 ”的学习需求 。

16-25 岁和 26-35 岁年龄组学习需求

“强”或“较强”的市民比例最高，分别为

41%和 44%。 但随着年龄增长，市民中

需求强烈者的比例呈现下降趋势。

在终身学习能力方面， 各年龄段

中，26-35 岁阶段市民的终身学习能力

最强（该人群中，有近 40.9%达到 “强 ”

或“较强”水平），35 岁之后市民终身学

习能力随着年龄增加而降低；在个人福

祉方面， 终身学习能力越强的人群，自

我报告生活幸福的比例更高。

民进上海市委专职副主委、项目组

负责人胡卫介绍，此次调研的一大亮点

是，充分借鉴吸收了国际前沿研究的经

验与方法，研制符合中国国情、具有上

海特色的监测“标尺”，创新了终身学习

需求监测的理论体系。

此次调研中，也有一些指标读来鼓

舞人心。 项目组成员、华东师范大学副

教授侯定凯介绍，在反映从业人员创新

素养的指标上， 通过与 OECD 相关研

究比较，上海 26 岁至 35 岁从业人员在

“与新产品、 新服务保持同步”“喜欢对

困难问题刨根问底”“喜欢探究不同观

点是如何达成一致的”等单项指标上的

表现， 均高于 OECD 国家的整体平均

水平。但在一些反映创新素养的综合性

指标上，无论是上海的年轻人还是调研

总样本的表现， 都与 OECD 国家的平

均水平存在显著差距。

公共学习设施高满意率
低利用率，说明什么

对市民终身学习需求和能力的监

测，也为政府在公共教育资源领域的供

给提供决策参考。

此次调研发现，43%市民认为政府

提供的学习资源充足。 市民对社区学

院、社区文化中心、博物馆、科技馆、图

书馆等公共教育和文化机构提供的教

育服务的满意度 ， 分别达到 98.3% 、

98.7%、98.4%、99.2%、99.3%。

但是，与“高满意度”形成对照的，

是这些设施实际的 “低利用率”。 市民

“经常”或“偶尔”利用这些设施的比例

不到 50%， 而从来不利用这些设施的

比例在 40%以上。

另外， 上海市民家中藏书量偏低，

74%的市民家中藏书不超过 50 本。 另

外，“藏而不读”的现象也比较普遍。

在各类妨碍市民参加学习或培训

的因素中，“工作太忙” 为最主要原因

（占 36.8%），其次为“家庭事务无法脱

身”（占 18.9%）和“课程时间或地点不

便”（占 16.1%）。

“在推进终身教育方面，上海一直

走在全国前列。 经过多年努力，哪些方

面我们取得了成绩， 哪些方面还有不

足、有待提高，这次的调研给了我们精

确的反馈。 ”上海开放大学校长袁雯指

出。 对上海来说，构建市民终身学习需

求与能力监测的长效运行机制，已成为

进一步完善终身教育体系，夯实学习型

社会建设的重要抓手。

据悉，下一阶段，本市将逐步形成

功能完善、开放共享、多渠道采集的大

数据平台，构建终身学习评价促进终身

教育政策调整的良性互动机制，争取为

提升上海城市的综合竞争力提供决策

依据和科学支撑。

■ 一组来自中国健康发展研究中心的数据显示： 目前中
国约有 5 亿人患有近视眼， 其中 18 岁人群近视率达到 90%，

30 岁左右的成年人中也有不少出现 “成年迟发性近视眼 ”。

同时， 目前我国 50 岁以上人群中 81%患有老视， 且发病年
龄不断提前

上海9月开展第六次卫生服务调查
覆盖 16 个区，涉及 1.02 万户居民

本报讯 （首席记者唐闻佳）为全面

了解居民健康、卫生服务需求，9 月 1 日

起本市将启动第六次卫生服务调查。 昨

天，市卫生计生委发布消息称，本次调查

将以家庭调查为主，采用抽样调查方式，

样本将覆盖全市 16 个区， 涉及 85 个街

道 107 个居委会的 1.02 万户居民。

据介绍， 本次卫生服务调查内容主

要包括： 城乡居民人口与社会经济学特

征；城乡居民卫生服务需要，主要包括健

康状况的自我评价、居民两周内患病、患

慢性病情况； 城乡居民卫生服务需求与

利用，主要包括疾病治疗、需求未满足程

度及原因， 居民利用基本公共卫生服务

情况，门诊和住院服务利用类型、水平及

费用，居民的就医满意度；城乡居民医疗

保障， 主要包括不同医疗保险制度的覆

盖程度、补偿水平、居民对医疗保障制度

的利用；妇女、儿童、老年人等重点人群

卫生健康服务利用情况等。

开展联合调研联动民主监督
（上接第一版）

按照 《2018 年度长三角地区政协

开展联合调研 、 联动民主监督工作方

案》 部署， 长三角地区政协将围绕 “构

建区域创新共同体， 推动长三角科技创

新圈建设” 开展联合调研， 围绕 “长三

角区域污染防治协作机制落实情况” 开

展联动民主监督。 会议听取了长三角地

区政协开展联合调研第一次工作会议情

况汇报。 上海市政协将围绕构建共享联

动的创新人才共同体开展分课题调研，

重点聚焦长三角人才结构、 人才吸引、

人才流动的现状、 问题深入研究分析，

提出对策建议。 会议审议了 “长三角区

域污染防治协作机制落实情况” 联动民

主监督 （上海地区） 实施方案。 上海市

政协成立了专项民主监督工作组， 将通

过三省一市政协联动、 市区政协联合、

明察暗访结合等方式 ， 重点聚焦长江

（皖苏沪段） 水环境保护、 区域跨界河

流湖泊上下游联动， 区域大气环境治理

和联防联控等开展监督调研。

会议审议了“推进基本公共教育优质

均衡发展”重点课题调研报告。 报告从政

策支持、资源配置、发展活力等方面深入分

析本市推进教育优质均衡发展面临的挑

战，建议进一步完善转型发展政策配套、队

伍建设顶层设计、公办民办融合共生、教育

发展舆论生态、上海服务教育品牌。

会议审议了 “着力破解超大型城市

精细化管理难题”重点课题调研报告。报

告提出，要加快形成科学化决策、信息化

指挥、精准化施策、精量化定责、精细化

操作、 社会化参与的现代城市管理新模

式，并就坚持需求导向、问题导向和效果

导向，坚持精准施策，坚持合力攻坚，坚

持长效机制等提出具体对策。

会议审议了市政协十三届五次常委

会议筹备工作方案。 本次会议是市政协

首次监督性常委会议，拟于 10 月下旬举

行，将围绕“深入破解难题瓶颈，推动科

创中心建设重大政策举措落实落地”议

题协商建言。

会议还听取了市政协贯彻落实市委

大调研领导小组扩大会精神情况汇报。

市政协副主席方惠萍、 赵雯、 周汉

民、 王志雄、 张恩迪、 李逸平、 金兴明

出席。

制图：李洁

2018年季拍第二期艺术品拍卖会
预展时间：2018年 09月 13-14日 9:30-18:00 中国书画·文房雅玩

2018年 09月 13-15日 9:30-18:00 古籍善本·文献资料
拍卖时间：2018年 09月 15日(星期六) 上午 9:30起 中国书画·文房雅玩

2018年 09月 16日(星期日) 上午 9:30起 古籍善本·文献资料
拍卖、预展地点：上海市静安区延安中路 1111号延安饭店二楼
网络预展、网络竞买与直播：上海博古斋官网 http://www.shbgz.com

网络预展：孔夫子旧书网 http://www.kongfz.com

预 告：秋拍 12月 8、9日

常年征集
古籍善本、碑帖法书
名人信札、民国刊物
照片写真、美术画刊
书画楹联、清供雅玩
恭请各位藏家赐宝！

公司地址：上海市福州路 401号古籍书店五楼
传 真：（021）63757762

E—mail：ms@shbgz.com

公司总机：（021）63757760、63757761转各部
古籍征集部电话（021）63757786、63757762

书画征集部电话（021）63610045

中国书画·文房雅玩
古籍善本·文献资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