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市九医院黄浦分院 CCU 内， 病人在医生的专业治疗和医务人员的精细护理

下， 病情不断好转， 身体逐渐恢复。 本报记者 袁婧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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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对健康的追求，是大民生也是大产业大机遇

■本报记者 王嘉旖

城市运动空间如何跟上广场舞与马拉松的节奏

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 催促着人

们用运动提高生活的质量、 生命的时

长。 短短几年之间， 广场舞大妈的热

情、城市马拉松的火爆，令上海这座超

大型城市也有些“措手不及”。 滨江跑

道、自行车道应运而生；全市各区都为

市民修建了一批体育主题公园， 比如

闵行体育公园、嘉定的市民体育公园、

杨浦和浦东的滑板公园；商场里，室内

攀岩、冰雪运动竞相花式登场……

不过， 需求与供给之间仍然存在

很大空间。 存量运动场馆急需改造，新

增运动空间需要优化。 在今年上海两

会上， 市人大代表程波提交了一份关

于推动本市体育公园建设的建议。 在

程波看来， 体育公园将绿地与运动场

所有机融为一体， 不仅能为人们提供

自然、舒适、优美的运动环境 ，而且对

增加城市绿地面积、 提高环境生态效

益都有着积极作用。

打破边界， 让运动空间
更好融入城市

随着人们生活质量的提高和全民

健身运动的开展， 市民群众对体育运

动的关注度迅速升温。 然而，市民日益

增长的体育健身需求与现有体育设

施、 体育资源相对缺乏之间的矛盾日

益显现。

今年上海市政府工作报告指出，要

推动群众体育、竞技体育、体育产业协

调发展。 要加快推进徐家汇体育公园、

浦东专业足球场建设，新建改建健身步

道100 条、 市民多功能运动场80片、益

智健身苑点500个， 进一步开放学校体

育场馆，办好第三届市民运动会。

作为市民体育健身活动空间，城市

体育公园是一种新兴发展方向。 经过一

番调研，程波代表发现，上海目前各种

体育公园与城市空间的融合度相对较

低，缺乏开放性、便捷性。 比如，不少公

园都采取封闭式管理， 边界设置围栏、

开放有限的出入口、设定有限的开放时

间等。 这既造成了空间上的隔离，同时

也降低了市民的可达性与便捷性。

为此， 程波建议将体育公园纳入

国家公共服务体系建设， 享受相应公

益服务政策。 同时，改变现行封闭式管

理模式，破除边界，让体育空间更好地

与周围城市空间相融合。

丰富体育业态， 为场馆
赋予多样化功能

沪上大多数体育场馆建设时间都

较早， 如今已越来越难以满足市民群

众多元化的使用需求。 “许多场馆在建

设之初没有考虑到无障碍设计，如今，

许多老年人和残疾人来到这些场馆就

会处处受限。 ”除了体育公园，程波代

表也关注着老场馆的更新利用问题。

不少体育场馆建设时的规范要求

标准较低，场馆面积偏小。 随着锻炼人

数的增加，老场馆接待能力捉襟见肘。

此外，在体育建筑功能日趋多样化、复

合化的大潮之下， 老场馆单一的体育

活动功能也已不再适应市民们新兴的

体育消费需求。 “目前上海体育场馆的

非体育业态主要以餐饮、 体育零售和

教育培训为主 ， 但总体占比仍然较

低。 ”程波代表告诉记者。

她建议， 沪上体育公园在配置运

动设施时应更多考虑老年人的运动需

求。 比如，多设置健身苑点、门球场、太

极广场、舞蹈广场等场地设施。 同时，

在室外地形有高差的地方， 运营方应

增加无障碍设施， 满足老年人和残疾

人室外锻炼活动需求。 室内场馆功能

应尽量多样化， 以适应不同运动项目

的需求，避免单一功能。 在提升场馆利

用率的同时，满足更多市民运动需求。

在程波代表看来 ，这股 “造园 ”热

潮将在潜移默化中提升城市吸引力 、

竞争力，在吸引人才的同时，也聚集起

更多产业，促进城市“二次生长”。

■本报记者 王嘉旖

发展“智能+医疗”，首先要鼓励“医生+研发”

人工智能、5G、大数据……医疗器

械产业在前沿科技的加持下正在飞速

发展，上海已在体外诊断系统、高端影

像设备、植入介入领域走在全国前列。

然而，医疗器械产业在核心技术、商业

模式方面还存在短板———产品核心技

术往往来自于国外， 医生与研发过程

脱节，“智能+”医疗器械产业需要更强

劲的发展动力。

为了促进上海医疗器械高端化 、

智能化、精准化发展，有效缓解优质医

疗资源紧缺，最终惠及市民健康，农工

党上海市委在今年上海两会上递交了

一份集体提案， 建议联合各方力量对

于核心技术集中攻关， 以临港新片区

发展机遇带动医疗器械行业驶入发展

快车道。

攻克核心技术， 医生与
研发不再“脱轨”

2018 年国务院办公厅正式发布

《关于促进“互联网+医疗健康”发展的

意见》，鼓励医疗机构应用互联网等信

息技术拓展医疗服务空间和内容。 政

策的保驾护航，为“智能+”医疗器械产

业发展奠定了基础。

然而， 农工党上海市委课题组在

调研时发现，“智能+”医疗器械领域的

核心技术大多数来自国外， 这其中就

包括高端大型影像设备核心零部件 、

植入级医疗器械核心管材、 高性能医

用钛合金等。 大多数高端医疗器械国

内企业还无法自主研发， 因而医院常

需斥巨资从国外采购。

而在产品研发领域， 国外医疗器

械研发过程往往会有医生参与其中 ，

以便找出问题并及时解决。 但在国内，

医疗数据依然处于 “孤岛状态 ”，高级

别医学专家对医疗器械研发的参与度

也比较低， 临床需要的产品及其研发

过程与医生几乎脱节。

市政协常委、 农工党上海市委专

职副主委陈芳源认为， 可以发挥工业

强基等财政专项的引导作用， 分批组

织上海乃至全国的科研力量共同攻克

医疗器械领域的技术瓶颈， 并对部分

有成果的科研机构加大扶持力度。

打通医疗器械商业模式
“任督二脉”

目前，几乎没有国产“智能+”医疗

器械在三甲医院中流通。 农工党上海

市委课题组成员俞彦介绍， 目前 “智

能+”医疗器械均属于三类医疗器械范

畴， 而现阶段极少有涉及人工智能技

术的产品通过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批

准上市，明确的基于“智能+”的医疗器

械审核标准也暂未出台———这使得部

分企业的研发成果只能以软件销售形

式向医院收取费用。 医疗器械“卖不出

去”，产品流通问题难以化解。

“我们应该学习借鉴国外监管

思路和经验并结合产业实际情况 ，

尽快形成和健全监管审批制度 、 定

价方面的配套措施 。” 俞彦接受记者

采访时说。 农工党上海市委在提案中

建议， 组织研究并在国内率先推动医

疗人工智能产品和服务纳入财政收费

体系， 探索并试点部分收费项目， 或

采取政府补贴方式， 支持医学影像和

辅助诊疗系统等在疾病早筛方面的推

广应用。 此外， 还可以抓住临港新片

区发展机遇， 让 “智能+” 医疗器械

产业布局更合理。 具体而言， 联动临

港新片区周边医学园区 、 产业基地 、

科学中心 、 相关高校和科研机构 ，

试点在新片区打通国产基于 “智

能+” 的医疗器械从产品研发 、 成果

转化 、 临床应用到产业化和人才培

养全过程。

“我们希望有一天能够使用‘中国

造’‘上海造’先进医疗器械。 ‘智能+’

医疗器械产业发展， 最终受益的还是

市民百姓。 ”陈芳源说。

■本报记者 占 悦

朱沛国再也不用带着三岁的儿子辗转全市各大三甲
医院排队看病 ， 只需步行即可抵达 “家门口的区域性医
疗中心” ———上海市第九人民医院黄浦分院， 从医疗设施
到必备药品， 一应俱全， 他可以在一旁安心陪伴儿子。

民生的种种需求点，正是产业发展的新兴增长点。 去年
底召开的十一届上海市委八次全会指出， 要把保障改善民
生与释放内需潜力紧密结合。 民生既是发展落脚点，也是重

要增长点；既是事业，也是产业；既要保基本，也要促优质。

包括医疗医药、 康体健体、 美丽时尚在内的大健康产
业， 正是民生需求与产业机遇的绝佳结合点。 从做强做大
区域性医疗中心， 发展 “智能＋” 医疗器械产业， 再到布
局体育公园、 精心培育健康产业新消费需求， 上海正竭力
挖掘大健康产业的磅礴潜能， 紧抓这一继 IT （信息技术）

产业之后的全球 “财富第五波” 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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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数家三甲医院兜转了一圈后，59 岁的房颤患者黄

继兴最终还是在朋友推荐下选择了上海市第九人民医院

黄浦分院。为何黄继兴不去三甲医院，却来到这家名不见

经传的二级医院？ 他这样解释： 这里的医生临床经验丰

富，传统经典的治疗方式也与他的需求更匹配，再加上不

用轮候床位，他就“认定”这里了。

黄继兴就医选择的转变， 正是眼下上海力推区域性

医疗中心，解决百姓就近看病问题的结果。二级医院走向

“守中段” 的区域性医疗中心试点， 已经覆盖全市 16 个

区， 市九医院黄浦分院正是其中之一———集合了原黄浦

区中心医院、上海市第二人民医院、黄浦区传染病院、黄

浦区妇幼保健院四方力量组建而成的市九医院黄浦分院

以区域性医疗中心的定位出现， 如今已成为不少周边居

民看病的首选。排队少、服务好、技术过硬，成为居民们选

择这里的重要理由———这家区域性医疗中心日门诊量已

突破 5500 人次。

口 碑
环境宽敞， 做好服务， 看好常见

病、多发病

步入市九医院黄浦分院儿科诊区———与儿童医院、

三甲医院儿科门诊人满为患的情况全然不同， 带着孩子

前来输液的家长们还能定定心心地坐在一旁陪孩子聊聊

天。 在公共区域，一堂面向家长、孩子的公益讲座正在举

行，主讲者正是市九医院黄浦分院儿科主任江超雄。

看好常见病、多发病，这是上海对区域性医疗中心的

基本要求。在市九医院黄浦分院院长田卓平看来，除了配

备好种类齐全的医疗设施、招揽更多具有丰富临床经验的

医生之外，区域性医疗中心最重要的任务就是做好服务。

市九医院黄浦分院在周边居民中间逐渐树立起好口

碑，靠的是宽敞的诊疗环境、有针对性的科普讲座，还有

颇受小朋友欢迎的“雾化治疗室”。 通过治疗室智能雾化

云平台，孩子们可边看卡通片边治疗，分散了对病痛的注

意力。 目前，该平台正在升级软件系统，未来有望加入更

多互动元素。 比如，当孩子吸入力度不够大时，系统会主

动以幽默方式提醒孩子，从而使雾化治疗效果更好。

期 待
成为急病救助“高速路”，让“救命

担架”流转起来

经过一番改造升级后的二级医院病人明显比从前更

多。但与三甲医院庞大的人流量相比，二级医院仍有富余

空间可资利用。以上海急救体系分级为例，在三级医院人

满为患的背景下，二级医院完全可以承担起急病救治“高

速路”的角色。

田卓平告诉记者， 上海急救体系中有一个由来已久

的问题———无法流转的“救命担架”。 虽然救护车出车速

度快、救护设备齐全，但三甲医院急诊室常年“超载”，一

些急病患者上了“救命担架”就下不来，这大大影响了后

续病患的救治速度。田卓平认为，这些“上去就下不来”的

病患主要以老年急病患者为主。对此，他建议医院在救治

时区分危病患者和重病患者。 而为这些老年急病患者提

供服务，区域性医疗中心完全有能力也有条件。

被纳入首批区域性医疗中心试点后， 市九医院黄浦分院与三甲医院之间的联

系更加紧密。市九医院黄浦分院心内科主任蒋金全告诉记者，科室的两名青年医生

曾专程前往仁济医院学习介入治疗，如今已可独立完成手术。 不过，限于医院相关

资质仍未完全到位，眼下依旧采取“备案制”，这直接导致了老百姓相关医疗费用无

法“进医保”，一定程度上影响到了医院。 他希望，未来在区域性医疗中心建设过程

中，政府部门能加大评估力量，为更多二级医院“松绑”，也为更多百姓带来实实在

在的便利。

需 求
打破信息孤岛，“藏在深巷”里的特色科室发挥更大作用

三甲医院以其学科特长吸引病患，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核心竞争力在于“距离

近”，那么“守中段”的区域性医疗中心靠什么聚拢更多的病人？

在田卓平看来，打破信息孤岛在其中扮演着关键角色。 如今，全市三甲医院的

医疗信息已打通，但大部分二级医院仍处在以区为单位的“信息孤岛”中。患者来到

二级医院看病，许多医疗信息无法调取，这导致不少常规性检查需要“再来一遍”。

田卓平告诉记者，向上对接市级医院，向下辐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二级医院

其实“卧虎藏龙”，拥有不少具全市影响力的科室。 他们不仅面向区域居民，更着眼

于辐射全市市民。以市九医院黄浦分院为例，该院石氏伤科是享誉上海的一大中医

骨伤科流派，吸引了不少市民慕名前来。这里的伤科依旧坚持原汁原味的海派中医

理念，以自制膏药为主，坚持不动手术，受到不少老年患者的青睐。如果能将全市二

级医院的医疗信息全部打通，则将大大便利这些慕名前来的病患，缩短他们的看病

流程，提升看病体验度。记者获悉，该院未来还计划开设康复科、老年护理等学科的

门诊及病房。

①第 21 届中国国际工业博览会上展出的全

球首台探索者 PET-CT 日前已在国内获批上

市。 探索者 PET-CT 被誉为探测人体的 “哈勃

望远镜”， 由上海联影医疗科技有限公司研发。

本报记者 邢千里摄
②第二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上，复星带来

的新一代达芬奇手术机器人。

③第二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上， 德国西

门子展示的 ARTIS pheno 医用血管造影 X 射

线机。 均本报记者 叶辰亮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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