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年年初，一场新冠疫情突如其来。 面对这一建国以来传播速度最快、

感染范围最广、防控难度最大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上海市第十人民医院第
一时间在党委书记范理宏、院长秦环龙的领导下，以钢铁意志、必胜信心和
医者担当勇敢地面对挑战！

最精锐的部队向暴风眼驰援，武汉与上海两条战线铺开———刘勇超、许
虹、彭沪、严松娟四名白袍战士，作为十院三千多名员工的先锋与代表，赴武
汉战疫魔；重症医学科主任王胜教授团队作为“五大天团”之一入驻市公卫
中心，为患者生命护航；更多十院人坚守在医院主阵地，为打造精细化防疫
三道防护线不停奔波着……

抗击新冠仅是十院百十年优秀文化传承的一个生动注脚。 2020年，十
院迎来建院 110周年。 110年来，十院由小到大、由弱到强，不仅创造了医
疗领域的多项第一，更成为企业医院成功转型的典范。 面对未来，十院也喊
出新口号，建设成为与同济“双一流”大学相匹配的综合性医院，向“国内一
流、国际先进的研究型医疗机构”奋勇迈进。

医院转型看十院：将医院建设
“小事业”融入社会发展“大宏图”

新转变、新传奇。

“建设让党放心、让人民满意的医院！”

百十年来， 十院人始终以不变的初心与行
动践行铮铮誓言、履行医者使命。

回望历史，2003年，为贯彻铁道部“主
辅分离，实现铁路跨越式发展”战略目标，

进一步将医疗卫生事业发展融入上海改革
开放的洪流， 上海铁路局中心医院成为市
卫生局直属三级甲等综合性医院。一年后，

医院正式揭牌更名为上海市第十人民医院

（暨同济大学附属第十人民医院）。

从一家以系统（行业）内员工为主要服
务对象的企业医院， 转制为上海这块中国
乃至亚洲医疗高地上的三级甲等综合性医
院，绝不只是换一块牌子这样简单，百年老
院面临着来自方方面面的挑战。

新挑战，也意味着新机遇与新优势。

2004年至 2008年四年间，时任党政领
导班子“精心谋划、夯实基础”，以加快基础
设施建设和设备添置、 加强学科与人才队
伍为重点， 在医院发展历程中起到了奠基
石的作用；2008年开始， 新任领导班子进
入“完善制度、快速发展”阶段，通过创新服
务模式、以疾病为中心、组建学科群加快品

牌学科打造、加大人才引进和培养力度等，

促使十院步入迅速发展轨道。

十?载光阴、三届党政领导班子，始终
秉持改革、创新、融合、提升的理念，将医院
建设的“小事业”融入上海乃至中国发展的
“大宏图”，紧扣时代脉搏、创新发展思路，使
医院实现了转型发展的跨越。如今的十院无
论从医疗业务、科研教学，抑或从精神文明、

医院文化建设，都取得了突破性进展。

传承铁路的“速度”基因，十院的成功
转型无疑是行业医院转型成功的标杆，成
功书写了“医院转型看十院”的传奇。

不忘至善初心：用医护“四心”

换病家“四感”

新成就、新希望。

今年，值百十建院之际，连续十二届荣
获上海市文明单位称号的十院再度收获殊
荣：正式成为全国文明单位。将这一全国精
神文明建设领域的最高荣誉收入囊中，十
院人靠的是不变的探索与创新。

2012 年起， 十院的发展思路再度转
变，以上海申康医院发展中心“改善服务，

提高质量，控制费用，便民利民”十六字方
针为导向，医院的规模体量、院容院貌、环
境设施，技术水准、人文精神发生了翻天覆
地的改变。

从单纯的医疗行为向注重学科综合实
力提升转变：整合各学科优势，十院若干学

科已建设为国家临床重点专科， 在全国产
生一定的影响力， 在同行中形成了一定的
辐射力，医疗收治业务量快速提升，影响力
辐射范围不断扩大， 多个学科牵头制定了
国家和国际诊疗指南和规范， 若干领先技
术已产生一定的示范作用， 开创性技术的
研发使用和学科地位的快速提升， 极大地
拓展了医院的服务能力、 技术水准和医疗
品牌；

从一般的梯队结构优化转向注重临床
专长、突出科技方向转变：近五年发表 SCI

论文 1500?篇、获得国家级科研项目 300

多项，科技指标稳步提升，人才队伍建设进
步明显，获得国家“杰青”3名、“优青”4名，

万人计划和长江学者各 1名， 获得省部级
一等奖 5项；

从普遍意义上的员工素质教育向岗位
奉献要求转变： 截至目前， 十院在职职工
3156 人，高级职称 419 名，医生队伍中博
士生比例 37%、研究生比例 81%，员工凝聚
力、执行力不断增强；

从院科二级管理向规范科学的院-

科-组三级管理转变： 医院内部运行管理
逐步优化，绩效分配改革特色鲜明。 同时，

以党建工作为抓手， 在全市三甲医院率先
开发“支部云”智慧党建云平台。

多年来， 十院的高速发展促使医学技
术取得长足进步，但若想建成“患者放心、

人民满意”的公立医院，仅提供高精尖的诊
疗服务显然远远不够。 十院刀刃向内找问

题，通过“两会两查一考核”，不断提升服务
品质。

全国首张门急诊电子票据、 全市首批
无感支付医院、 沪上首家送药到家互联网
医院、 沪上唯一开通线上全学科免费咨询
的医院……近五年来， 患者满意度呈螺旋
式上升，2019年更是达到 99.36%。在十院，

医护人员用“热心、耐心、细心、责任心”换
来了病人的“亲切感、归属感、尊重感、认同
感”，口碑实打实地树立在患者心中。

迈向研究型医院： 形成印刻
“十院基因”的永续性发展模式

新时代、新征程。

2020年，“两个一百年”发展目标的历
史交汇点，“十四五”规划谋篇布局之年，十
院人未满足于已取得的成绩， 整理行装再
出发。 瞄准“健康中国”“健康上海 2030”建
设目标，十院加快转型发展，紧扣创建临床
研究型医院的未来建设方向，不断求新、求
变、求突破。

2017 年，由十院牵头组建、以多个临
床与医技优势学科为支撑的同济大学癌症
中心（以下简称为“癌症中心”）正式成立。

通过在血液肿瘤、消化道肿瘤、妇科肿
瘤、 呼吸系统肿瘤等常见高发癌症领域推
行综合性肿瘤中心标准，癌症中心秉持“生
物-心理-社会医疗”模式和前沿的精准医
学理论， 联合社会各界力量， 致力于推进

“精准诊断、新兴治疗、群体康复、全程管
理”的癌症防控与治疗体系。不断发展的癌
症中心也用优质的诊疗能力收获了患者的
信任。

未来，十院将围绕“一中心”，加快建设
癌症中心， 推进肿瘤精准诊断中心建设；

“两平台”，市北科创园、临床研究中心；“三
学科”，超声影像、心血管、颅脑；“四医改”，

管理模式、 诊疗模式、 运行模式和服务模
式，不断前行。

回望百十年征程， 在上海市委、 市政
府、同济大学、市卫健委、申康中心大力支
持和关心下，十院立志，在充分体现公益性
基础上，面对医改新形势，着力转型发展、

体现特色，提高公共卫生应急能力，高质量
加快推进以肿瘤精准诊疗中心为特色，上
海一流、国内先进的大型、综合性、研究型
医院。

十院党政领导班子也将发挥党委 “把
方向、管大局、作决策、促改革、保落实”的
领导作用，引领医院实现从“智能发展”到
“智慧发展”不断升级，高质量传承培养未
来十院自己的大师， 形成印刻着 “十院基
因”的永续性发展模式。

百十年来， 十院人初心不改， 办一家
“让党放心”“让人民满意”的医院，让十院
梦持续发展壮大！

上海市第十人民医院迎来建院110周年

百又十年从头越，再整行装再出发

封闭的是小区，挡不住的是人心温暖
这几天，在上海的几个中风险小区里，社区、物业工作人员默默坚守，更多居民挺身而出———

这几天，上海几个中风险小区正在

进行封闭管理，当记者昨天用各种方式

“走进”其中时发现，很多社区、物业工

作人员都在连轴转地默默坚守，把封闭

管理带来的不便降到最低，不少居民挺

身而出，加入志愿者队伍 ，一个又一个

看似细小的故事在阴冷的秋冬，传递出

这座城市最打动人心的温度。

面对突如其来的疫情，无数守护者

全力奔跑， 让我们对未来充满信心，而

不放松警惕、做好个人防护也是我们对

城市最好的守护。

一张表格和一个不
眠之夜

地点 ：周浦镇明天华
城小区

周浦镇明天华城小区的社区工作间

又迎来了一个不眠之夜：今天一早，这里

将展开第二次核酸检测，62个门栋、2089

户、6000 多位居民的检测信息必须全部

提前录入到电脑系统中， 这无疑是一项

繁杂的“工程”。 在上海无线电设备研究

所工作的王建博士为小区做了一份

Excel表格， 能自动生成居民门牌列表，

“希望可以为大家节省点时间”。

小区 50?名志愿者挨家挨户敲门，

通知居民次日要做核酸检测。 “刷完楼”

后， 一些志愿者又来到社区工作间帮忙录

入登记信息。 记者昨晚与小区居委会书记

胡玮琪电话连线时得知， 封闭期间， 不少

居民自发参与志愿者工作， “年轻人都来

了， 也有全家总动员的， 夫妻档、 父子兵

齐上阵。”

封闭管理的这几天， 让胡玮琪最感

动的还是自己小区的居民们自发捐赠防

疫物资， 从洗手液到面包、 牛奶、 水果，

连臭豆腐和螺蛳粉都有。 提起这些， 胡

书记笑了起来： “这几天， 上海天气冷

了， 但我们做社区工作的心更热了。”

一份清单和一只打
不停的手机

地点 ：张江镇顺和路
126 弄小区

一启动封闭管理 ， 张江镇顺和路

126 ?居民区党总支书记曹天君的手机

就没停过， 前天他收到一通心急火燎的求

助电话： 居民倪先生的父亲患有糖尿病，

住在隔壁小区， 一天需要打两次胰岛素，

自己正在被隔离， 而老人打针可不能停。

了解情况后， 曹天君想起做了三十多年乡

村医生的唐燕琴就住在附近， 可以帮老人

解这个燃眉之急。 果然， 一个电话过去，

唐阿姨二话不说就接下了这活儿。 昨天

下午， 71?的唐燕琴顶着风雨， 来到倪

老伯所住的小区。 这已经是她第四次来

到老人家里了， 先是帮忙打针， 还陪老

人说说话， 让视频那头的倪先生安心。

曹天君在手机里设置了一份居民

当天的需求清单 ， 绿色表示已落实 ，

黄色代表正在协调解决 。 从买药到化

疗， 各种需求五花八门 ， 但每一件他

都会细化到几点前必须要完成 。 “早

上 ， 一位居民刚被 120 转运到隔离病

房。 他每周需要做三次血透 。 我跟他

做了沟通， 希望他能够接受在医院隔

离病房进行血透。 居民还是蛮理解的，

刚刚他还和我通了电话 ， 说已经住进

病房了。” 曹天君和社区工作的伙伴们

已做好了连续作战的准备 ， “我们会

按轻重缓急， 尽量满足居民生活上的

各种需求。”

一个扩容的临时群
和一天忙碌的配送

地点 ：祝桥镇航城七
路 450 弄小区

前天晚上 ， 祝桥镇航城七路 450

?小区实施封闭管理 ， 所有人员 “只

进不出”， 上海市公安局国际机场分局

浦东机场候机楼派出所警长马佳平第

一时间穿上防护服 ， 与居委会干部一

起协助医护人员连夜进行核酸检测。

有的独居高龄老人行动不便 ，马

佳平帮助协商沟通 ， 在做好消毒工作

的前提下，检测人员上门为老人检测 。

有的老人怕家里有感染风险 ， 志愿者

又一一接送老人去集中检测点……直

到小区近 2000 名居民无一遗漏地做

完检测 ， 马佳平才放心回家 。 这两

天， 加入小区临时志愿者微信群的人

员 ， 从 12 人增加到了 70 人 ， “在特

殊时期大家都挺身而出 ， 相信接下来

隔离的日子也能平稳度过 。” 马佳平

表示。

昨天 ， 也是叮咚买菜女配送员费

琴最忙碌的一天 ， 工作量是平时的两

倍。 “与之前直接将菜交给客户不同，

今天要靠喊。” 封闭的小区只留了一个

对外联系通道。 隔离带空出 20 米的消

杀区域， 通过与中间志愿者的 “吼式”

沟通， 配送员与居民将货物一一对应。

虽然有着安全区域 ， 费琴每次返程还

是会对电动车和配送箱进行消毒 。 她

说， 配送点所有人员都严格佩戴口罩

和手套、 测量体温 、 进行消毒等 ， 以

便更好保障小区居民的菜篮子稳定供

应。 “居民们都很体谅我们 ， 有时迟

了一些， 他们也会留言 ‘慢慢开’， 这

让我觉得很温暖。”

要闻 专题

面对卷土重来的谣言，每个人都是阻击者
邵 岭

这两天，随着上海新增几例本土确

诊病例，谣言又在不少上海居民的朋友

圈刷屏。

或许是考虑到大众科学素养的提

升 ， 与上半年那些广为传播的谣言不

同，这一波谣言不再是类似 “防静电服

能隔离病毒”“在家能够自测病毒 ”“燃

烧法可以检测医用口罩真假”这样低劣

的伪科学 ， 而更多是似是而非的假新

闻，例如“上海停运省际客运 ”“上海新

增确诊病例 15 例， 涉及多个区域”“机

场有人在冲安检，全部逃出去了”等。 值

得关注的是，这些谣言大多以旧闻截屏

或视频配音的形式呈现，看上去有图有

真相，直击大众痛点，很容易混淆视听。

人们痛恨谣言，谣言不仅导致人心

惶惶，而且会造成信息流的浑浊 ，消耗

大众对于权威消息的信赖感。 然而谣言

又总是防不胜防屡禁不止，这不仅因为

移动互联网在技术上为其滋长创造了

条件， 使其得以见缝插针无孔不入，更

因为其制造与传播有着一定的心理学

和社会学基础。 如果说造谣者大多怀有

某种不善的目的，比如趁着大众关注度

居于高位时博出位 ， 或者惟恐天下不

乱，那么信谣传谣者更多是关心则乱的

表现 ， 比如提醒身边亲戚朋友多加注

意，或者感到恐惧急于倾诉寻求安慰。

尽管如此 ，面对谣言 ，我们并不是

无计可施 。 一方面 ，我们已经看到 ，权

威机构和媒体正在与谣言赛跑 ， 借助

发达的媒介进行一次又一次辟谣 。 比

如针对省际客运停运的谣言 ， 上海第

一时间在疫情防控工作新闻发布会上

做出回应 ，指出这是 “上海发布 ”在今

年 1 月 26 ?发布的消息 。 而另一方

面 ， 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做谣言面前的

“智者”，阻断谣言的传播渠道。

事实上， 对于信息的认识和甄别，

本身就是媒介素养的重要组成部分。 这

里所说的认识和甄别， 并不是指要像孙

悟空一样有一双看穿一切的火眼金睛，

而是对那些耸人听闻的信息保持必要的

警惕并掌握正确的应对方法。比如，看到

一条真假难辨的信息， 很多人可能第一

反应是通过广为转发来求证。 但这样会

让不知情者信以为真， 助长了谣言的传

播， 正确的做法应该是直接向发帖人求

证： 这是真的吗？ 还是你也是别处看来

的？而对于那些截屏传播的假消息，最有

效的办法是寻找原始资料， 比如有网友

就通过关键词搜索，发现“上海新增确诊

病例 15 例”是 2 月 7 ?的消息。

在转发一条消息前 ， 先确认其真

假，否则就应该克制自己的转发冲动，这

是身处今天这个信息社会必须具备的责

任意识。与此同时，对于那些有能力辨别

真伪，或者正好在事发现场的人来说，看

到谣言及时指正，同样有利于阻击谣言。

比如那个“机场有人在冲安检”的视频，

很快就有机场工作人员在朋友圈指出，

这只是同事们下班的场景。

面对疫情，我们要高度重视，加强防

护，不能抱有侥幸心理。而在和病毒斗争

的同时，我们也要和谣言斗争。不要让有

限的公共资源一次次耗费在对谣言的证

伪上，耗费在应对谣言带来的恐慌上，我

们每个人，都是谣言的阻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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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唐玮婕 祝越
见习记者 张天弛

张江镇顺和路 126 弄小区现场， 工作人员正在转接居民生活物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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