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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是》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
《全面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工作 激发创新活力推动构建新发展格局》

点燃冰雪运动的火炬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关心

北京2022年冬奥会、冬残奥会筹办纪实
荩 均刊第三版

“两个1/3”难题怎么破？医生全部上，患者愿意等
实施闭环管理后，面对前所未有的诊疗工作量与防疫压力，肿瘤医院医护与患者抱团坚守

一则振奋的好消息：1 月 30 日，复

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开展第六次闭环

管理人员核酸检测， 采样结果均为阴

性。这是肿瘤医院徐汇院区实行闭环管

理的第 11 天。

为做好上海这轮本土疫情防控，1

月 20 日， 肿瘤医院徐汇院区进入闭环

管理。切入“闭环模式”后，医院如何有序

运行？ 面对急需诊疗的患者，该怎么办？

如何安顿好众多的医护和患者？面对前

所未有的挑战， 在肿瘤医院位于徐汇、

浦东的两个院区里， 医务人员的坚守，

医患之间的温情，都在这里真实上演。

诊疗量增加 1/3，人
手减少 1/3，怎么办？

1 月 27 日， 周三， 记者的手机里

弹出一条消息： “你来看看吧。” 发消

息的人是肿瘤医院副院长虞先濬。 当

天， 肿瘤医院浦东院区第三次全员核

酸检测阴性， 距肿瘤医院徐汇院区闭

环管理正好 7 天。 记者赶到时， 虞先

濬穿着一件保安的棉大衣， 刚结束门

诊 “巡逻”。 自肿瘤医院徐汇院区闭环

管理后， 他说， 守好浦东院区， 就是

守护肿瘤医院的 “血脉”。 对这名外科

医生来说， 这份使命感是过去这几天

日益浇铸、 加深的。

1 月 20 日傍晚， 徐汇院区实施了

闭环管理。 “我要回来， 跟大家在一

起。” 身在院外的虞先濬给肿瘤医院院

长郭小毛打电话， 不料电话那头， 音

量比他高八倍： “你回来干吗？！ 浦东

院区的患者怎么办？ 你立刻去浦东院

区， 必须守好浦东院区！” 脑海里循环

播放着院长的叮嘱， 虞先濬往浦东院

区赶。 排摸人头、 落实相关举措， 该

隔离隔离， 该排班排班……一道道防

疫举措快速落地。

第二天一早， 检验科通宵核酸检

测结果出来： 全员阴性。 来不及沉浸

在喜悦中， 早晨 8 点不到， 浦东院区

就迎来就诊大客流 。 “诊疗量增加

1/3， 人手减少 1/3 ?根据防疫要求 ，

部分医务人员在徐汇隔离中）， 所有医

生都上了， 早上连中午、 中午连晚上

地给患者看病。”

老党员老教授大专
家的“腔调”：“病房就是
我的阵地！”

尽管肿瘤医院浦东院区没有闭环

管理的要求， 但这里的所有工作人员

仍严格落实院感管理各项要求。 全员核

酸检测主动筛查、 健康观察、 实施楼宇

管理及人员信息化管理……一切保持

有序运行状态， 让大家暂时吃了一颗

“定心丸”， 但虞先濬的心依旧悬着。

“徐汇院区的病房有病人、 医护

兄弟姐妹、 我的老师， 都在隔离中。”

虞先濬是肿瘤医院胰腺外科的学科带

头人， 他的老师是今年 76 ?的胰腺外

科倪泉兴教授。 老先生每天到医院上

班， 这次也跟着被 “闭环” 了。

事发突然， 闭环管理对医院生活

物资保障是一次重大挑战 。 比如 ，

“闭环” 当晚， 睡觉就成了问题。 大部

分医务人员就着角角落落将就了一夜，

包括一些专家。 肿瘤医院 “闭环” 当天

就提出 “一人一件棉大衣、 一床被、 一

张行军床” 的目标， 保障中心紧急采购

物资， 第二天即落实 “居者有其床”。

很快， 酒店渐渐有了着落， 部分

与医疗业务没直接关联的科研人员 、

医学生、 第三方工作人员陆续被转运

到隔离酒店， 部分医务人员陆续进入

通勤酒店， 白天回医院管理病区患者，

两点一线实现 “闭环”。 “倪老师， 你

也去通勤酒店吧。” 虞先濬给老师打电

话， 结果被一口回绝。 “我不去！ 病

房就是我的阵地 ， 病房里还有患者 ，

还有这么多年轻医护 。 你守着浦东 ，

我在徐汇， 大家安心。”

又是音量高八度！ 与老师的对话

正在僵持间， 新消息传来： 根据上海

市防疫专家组研判， 胰腺外科病区必

须快速腾空消杀， 患者转运到单间病

房隔离治疗， 相关医务人员进入非通

勤健康观察酒店……

“就这样， 老先生才被 ‘架’ 着

去了宾馆。” 虞先濬说， 不光自己的老

师 ， 有的专家本可以选择通勤酒店 ，

但依然选择驻守病区。

比如， 乳腺外科主任邵志敏教授，

就在办公室架一张小床 。 “大教授 ，

有腔调， 就是不离开科室， 不离开病

人。” 虞先濬坦言， 身处这种特殊的环

境， 内心有些恐慌是难免的， 而这群

临危不乱的老党员、 老教授、 大专家

在那时真就是年轻人的 “主心骨”。

科学精准防疫，绝不
让肿瘤患者治疗断档

出于防疫需要 ， 不仅肿瘤医院

徐汇院区整个院区进入闭环管理 ，

医院内 的 楼 宇 间 、 楼 层 间 也 切 入

“闭环模式 ” 。 这时 ， 由在院行政人

员、 医护人员、 第三方工作人员组成

的多支临时志愿者队伍撑起了医院里

的转运系统， 搬运物资、 分发三餐……

记者了解到， 徐汇院区有 6000 多名闭

环人员， 这里一点不亚于一个小社区，

每天 24 小时产生的转运工作量是巨

大的 。

“这些年轻人说 ‘我们不怕 ’

‘我们在一起 ’， 抹掉眼泪搬运物资 ，

撑起很多体力活。” 虞先濬说。

茛 下转第六版

■本报记者 唐闻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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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同济知识经济圈将持续推进知

识、 人才、 产业与城市空间互动发展，

通过搭建平台进一步盘活资源， 通过腾

笼换鸟提质增效等， 助力 “环同济” 成

为世界级创意产业核心区、 国家级创新

创业集聚区、 上海未来生活引领区， 并

达成一个新目标———到 2025 年， “环

同济” 总产出力争达到 1000 ?元。 这

是记者近日从杨浦区获得的消息。

环同济知识经济圈以同济大学四平

路校区为核心， 包括密云路、 中山北二

路、江浦路、控江路、大连路围合组成的

区域，面积约 2.6 平方公里。 杨浦区“十

四五”规划明确提出，将重点建设杨浦滨

江、大创智、大创谷、环同济四大功能区。

据介绍 ， 2020 年 “环同济 ” 产业

能级稳步提升， 总产出近 500 ?元， 基

本实现了 2019 年定下的 “小目标”。

政府搭台
打造大中小企业融通

发展的产业生态体系

这两天， 来找上海复洁环保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董事长黄文俊 “取经” 的人

不少———这家 2011 年成立的知识创新

型企业 ， 共有员工 120 余人 ， 2019 年

主营收入达 3.4 ?元。 去年 8 月， 复洁

环保成为上海第一家登陆科创板的环保

企业， 也是全国第一家以污泥处理为主

营业务的上市公司。

黄文俊说， 杨浦区科委等部门经常

组织 “环同济” 产业交流活动， 让公司

的 “朋友圈” 越做越大， “政府搭台增

进了 ‘环同济’ 产业链上下游企业间的

了解和信任， 为接下来相互合作打好基

础 。 ” 他记得其中一场以复洁环保为

“主场 ” 的专场活动 ， 就是 “环同济 ”

联动协作案例———考察地上海泰和污水

处理厂， 工程由另一家 “环同济” 单位

上海市政工程设计研究总院承担设计，

污泥浓缩和脱水干化处理由复洁环保总

承包， 同济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则

提供相关技术支持。

“我们将继续从企业需求出发提供

服务， 打造充满活力的大中小企业融通

发展的‘环同济’产业生态体系。”杨浦区

科委主任肖菁介绍，“环同济” 快速崛起

创造了“市场驱动、学科支撑、企业主体、

政府引导”的产业发展新模式。从上世纪

80 年代起步，经过 30 多年发展，这片区

域实现了从“赤峰路建筑设计一条街”到

“同济建筑设计产业带”，再到“环同济知

识经济圈”和“国家火炬计划环同济研发

设计服务特色产业基地”的跨越。 如今，

“环同济” 形成了以建筑与环境设计、产

品设计为主导的产业集群 ，80%的企业

为设计类中小企业 ，80%的创业者为同

济师生，核心区域总产出以每年近 13%

的速度稳步增长。 茛 下转第六版

■本报记者 单颖文

海上年俗风情展
送上丰盛“文化年菜”

苏州河水岸普陀段将建25座驿站
提供休憩、充电等“十全”服务，微型书店、小微剧场等“十美”功能

本报讯 （记者张晓鸣） 记者从普陀区

了解到 ， 在去年底完成苏州河沿岸公共空

间基本贯通的基础上 ， 普陀区计划在今年

集中开展沿河开放空间品质提升工作 。 计

划规划驿站 25 座 ， 其中顺义路驿站 、 普

陀公园驿站以及武宁路桥北驿站年内将启

动建设。

苏州河上海中心城区公共空间岸线共计

42 公里， 其中普陀段约 21 公里。 按照 “一

江一河” 贯通提升工作的部署要求， 普陀区

计划在完成苏州河沿岸公共空间基本贯通的

基础上 ， 在沿线按照 500 米间距的服务半

径， 分级分类规划驿站共 25 座， 将 10 项基

本服务功能和 10 项品质提升功能有机结合，

同时结合周边街区历史人文资源 ， 拓展艺

术、 生态、 科普、 党群宣传等主题特色， 形

成三级驿站体系， 打造具有 “十全十美” 基

因内涵的公共服务设施。 驿站设计将采用功

能模块化、 组合多样化、 建造装配化、 场地

最优化的构建原则， “十全” 代表休憩、 充

电、 饮水、 交流等便民服务、 应急医疗、 游

览问询 、 公共厕所等 10 项基本服务功能 ，

“十美” 代表驿站客厅、 百姓直播间、 艺术

空间、 微型书店、 小微剧场、 中式普园、 屋

顶流星花园、 风雨长廊、 百姓画廊、 苏河灯

塔等 10 多项品质提升功能。

左图： 计划今年年内启动建设的顺义路驿站效果图。 （普陀区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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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来了设计师，“烹制”公共文化大餐
浦东新区周家渡街道昌四与昌五小区

之间有一条瘦长地带， 过去曾经是废弃的

边角绿地， 如今被改造成了一方富有江南

园林意境的家门口的公园———月半湾。 周

边居民总爱把公园叫做“胖弯”，亲切地就

好像在喊自己身边的一个朋友。

这份难得的亲近感并非凭空而来。 年

轻的设计师吴帅花了两个月时间开展调

研， 用一系列文化活动让居民们的日常生

活与高颜值的公共空间产生了 “高频”互

动：手绘大赛是孩子们的最爱，评弹表演吸

引着老年粉丝，公益集市引发了“全家总动

员”……

让美好空间融入城市肌理， 用设计的

力量赋能社区公共文化———这些新鲜的尝

试正在浦东这片不断创造奇迹的土地上生

根发芽：首创的长三角公共空间设计大赛，

三年内搭建起一个由 100 多名成员组成的

长三角设计师库，从建筑设计、景观设计、

展示设计，一直到运营管理，精准匹配基层

的实际需求， 帮助优秀的公共文化空间设

计从“纸上”走进现实、走向长三角。

浦东新区区委宣传部副部长、 文体旅

游局局长黄玮告诉记者：“搭建一个大赛的

平台， 就是希望用团购的形式实现成本最

低化，本着老百姓的实际需求，把最美的空

间设计带给老百姓， 把最美的文化内容留

给老百姓。 ”

设计赋能，高颜值空间
成“网红”

设计师陈嘉炜第一次来潍坊新村街道

时发现， 这里的社区文化活动中心仿佛沉

睡在社区中———活动空间单一， 参与的人

群也多为老年人， 各种设施和空间都需要

被 “激活”。

“改造前 ， 这个文化中心因环境老

旧， 功能受限， 几乎成了单一的老年活动

室。” 潍坊新村街道办事处主任杨福成坦

言， 当初决定改造时， 压根儿没想请设计

师， “政府采购有严格的成本控制， 邀请

设计师对于我们基层社区而言， 有点 ‘高

攀’ 不上。 因此， 原先的空间改造基本上

就是刷刷墙， 做一下防漏。”

上海打造设计之都提出设计要 “赋能

产业， 点亮生活， 服务城市， 洞见未来”，

当下， 设计毋庸置疑已成为各个领域创新

驱动发展的新兴动力之一。 浦东创办长三

角公共空间设计大赛， 让优秀公共空间设

计案例来参评， 同时 “赛以致用”， 让各

路设计人才集聚到一个平台上， 架起一座

连接基层社区和设计师的 “桥梁”。 首届

大赛的获奖者、 陆家嘴融书房以及钟书阁

的设计师陈嘉炜就这样与潍坊新村社区文

化中心成功 “配对”。

把开放度最高的社交、 聚会、 展示功

能设置在底层， 与楼上的阅览、 社团、 工

作室等按照公共性和开放性完整串联在一

起； 茛 下转第二版

■本报记者 唐玮婕

①③周家渡街道昌四与昌五小区间一条瘦长地带， 过去曾是废

弃边角绿地， 如今被改造成富有江南园林意境的家门口公园。

②改造一新的潍坊社区文化活动中心成了 “网红” 地标。 ③

②

①

■用好用活，与基层
需求精准匹配

■浸润心灵，提高全
民美育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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