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光明乳业牛奶纸盒回收行动走进全国81个重点城市

光明乳业低碳环保“上海模式”走向全国

乳品行业关系民生保障、国民健
康，光明乳业高度重视全产业链的可
持续发展。 2019 年，光明乳业从乳制
品包装这个重要切入点着手，自上海
试点起步牛奶纸盒回收。 2020 年，这
一“上海模式”已成功推广至全国。今
年，更是在上海地区率先试点覆盖面
更广、回收方式更多元的 “奶盒回收
2.0 模式”。 未来，上海的“奶盒回收
2.0 模式 ” 也将扩展至全国其他城
市。 此外，光明乳业还将持续拓展社
区回收点的广度，持续升级活动机制
的力度，持续优化产业链绿色环保的
强度，与全国消费者一起共建环保新
风尚。

光明乳业党委副书记、 副总裁贲
敏表示，2019年，上海成为全国首个全
面开展生活垃圾分类的城市， 光明乳
业从上海试点起步， 成为行业内第一

家开展牛奶纸盒回收绿色大行动的乳
制品企业。 光明乳业将每月 5 日、15

日、25 日定为 “牛奶纸盒回收日”，不
限规格、不限品牌开展牛奶纸盒回收。

市民只需集齐 10 个任意品牌的牛奶
纸盒， 经工作人员确认符合可回收垃
圾标准后，即可参与兑换。 随后，光明
乳业将上海模式、 上海经验成功复制
推广至全国其他试点垃圾分类的城
市， 成为第一家在全国推广牛奶纸盒
回收行动的乳制品企业， 通过这一创
新的垃圾分类推广和激励模式， 引领
市民提高垃圾分类回收意识。

值得一提的是，在防疫工作常态
化的大背景下，光明乳业持续开展牛
奶纸盒回收行动并将其升级，进一步
优化兑换流程，丰富兑换内容。 除了
支持消费者在指定日期将奶盒送到
社区指定回收点外，还支持消费者通

过光明随心订 APP 预约上门回收奶
盒。 同时，支持消费者凭任意品牌牛
奶纸盒免费兑换光明食品集团旗下
的食用油、农副产品等，以此鼓励更

多消费者加入牛奶纸盒回收行动中
来。目前，光明乳业已走进全国 81 个
垃圾分类重点城市 ， 累计覆盖 5013

个点位。

在光明乳业，回收而来的牛奶纸盒
除了进入常规的循环利用流程外，还通
过精心设计，成为了创新产品。 在此次
活动现场，光明乳业将牛奶纸盒再生制
品赠送给淮安市，希望这些焕发全新生
命力的再制环保物资能走进市民生活，

让市民切实感受到垃圾分类、绿色环保
的意义。这并非光明乳业首次赠送牛奶
纸盒再生制品———此前，光明乳业为青
海省玛沁县果洛州民族高级中学的校
园添置了一批牛奶纸盒再生环保椅，让
这些再生环保椅陪伴学生们更好地学
习， 引导学生们树立绿色环保意识；在
今年第十届中国花博会上出现的 “网
红”长椅，也是光明乳业牛奶纸盒回收
行动的成果之一， 取材自回收牛奶盒，

成为“全国最长观花长椅”。

光明乳业是全国领先的老字号
乳制品生产企业，“光明”品牌深入人
心，是具有国民情怀的乳品代表。 在
启动回收牛奶纸盒行动之前，光明乳
业在绿色环保这条路上已经走了 38

年。 38 年来，光明乳业始终坚持回收
再利用玻璃奶瓶。 据测算，累积重复
利用的玻璃奶瓶相比纸质包装，可节
约 4.75 万吨纸，相当于节省了 95 万

棵大树的绿色资源。

如今，面对新的消费习惯，光明乳
业一边为消费者提供优质产品，一边坚
持履行企业社会责任：一方面，将牛奶
纸盒回收行动打造成公益环保新 IP，

以实际行动号召消费者为城市垃圾分
类做出贡献。 另一方面，不断优化产品
包装设计，从源头推动垃圾减量。今年，

光明随心订推出了 900毫升大容量的
可循环利用玻璃瓶装鲜牛奶，既可满足
家庭消费者的饮奶需求，又能减少纸质
包装，将垃圾分类、源头减量的公益新
理念推广与产品生产营销有机结合，为
保护生态环境贡献光明力量。

作为百年乳企，光明乳业始终将可
持续发展作为企业的发展战略，并提出
了 “让更多人感受美味和健康的快乐”

的企业愿景。 在为消费者提供新鲜、健
康、高品质乳品的同时，光明乳业也在
积极承担并创新具有乳业特色的企业
社会责任。 未来，光明乳业将继续响应
“碳达峰碳中和”的国家目标，将已初步
形成的牛奶纸盒回收机制推广复制到
更多城市，与广大消费者共同为推进生
态文明建设出力，并向着做“中国最好
的乳制品企业”的目标不断迈进。

光明乳业全国牛奶纸盒
回收行动再升级，

持续打造公益环保新 IP

上海模式走向全国，
光明乳业牛奶纸盒回收行动为何能走进81座城市？

11月 26日，光明乳业与江苏省
广播电视总台、 淮安市广播电视台共
同在江苏淮安举办“助力垃圾分类 大
家一起来” 大型公益行动阶段性总结
暨 2022再出发启动仪式。

江苏省文明办、 江苏省生态环境
厅、江苏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淮安市
文明办、淮安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淮安
市城市管理局等相关单位负责领导及
光明乳业党委书记、 董事长黄黎明，党
委副书记、副总裁贲敏等出席活动。 活
动总结回顾了光明乳业 2021年全国
牛奶纸盒回收行动成果， 并正式宣布
2022年全国牛奶纸盒回收行动再升
级，光明乳业与全国人民一起共同推进
绿色文明可持续发展，倡导绿色环保新
风尚，共建美好家园，共迎低碳未来。

■本报记者 唐闻佳

综合 专题 ｗww．whb．ｃｎ

２０21 年 11 月 29 日 星期一4 责任编辑/王鹏

周嘉：“捡”回小小银针，让世界见证中医精妙
“一度以为这个技术失传了，没想到被你

捡回来了，太有意义了。”上海岳阳医院院长

周嘉教授至今难忘中国工程院院士钟南山在

一次项目申报中听到他关于针刺麻醉的汇报

后兴奋不已的情景。这句话，是对周嘉近20年

坚持的鼓舞。

周嘉不仅“捡”回了这项我国中医经典技

艺，还将它发扬光大。他将现代针刺麻醉技术

带入最为复杂的心、肺手术，创新性地将传统

针刺麻醉改良为现代针刺麻醉———针药复合

麻醉，不仅最大限度发挥针刺效应，减少全麻

患者术中约80%的麻醉药用量， 还加快患者

康复，且为患者节省约20%的医疗费。至今，

他先后引领曙光医院、 岳阳医院针刺麻醉团

队，完成各病种的针刺麻醉手术1万多例。

上海是针刺麻醉的发源地，如今，针刺麻

醉从这里再次走向全国、走向世界。

提到胸外科手术， 很多人会想到这样的

画面：全麻气管插管手术，术后身上插着多根

管子……其实，这种场景正在改变！周嘉领衔

的岳阳医院心胸外科团队已进入现代针刺麻

醉（针药复合麻醉）无管手术时代，给肺癌患

者带去全新体验。11月10日，医院心胸外科主

任陈彤宇为38岁的虞先生实行现代针刺麻醉

无气管插管单孔胸腔镜右下肺叶切除术。手

术不到1小时，术中没有置气管插管、导尿管

等，术后，虞先生自己走回病房，第二天出院。

被虞先生称为“神奇”的肺癌手术，在岳

阳医院已常规开展。大量循证研究证实：术中

患者无气管插管、 不使用肌松药， 减少了约

80%的麻醉镇痛药使用， 有效改善肺通气状

态，实现了术中脏器保护；术后镇痛药用量减

少，并发症减少，且这一系列变化有助帮助患

者加快康复，减少患者的住院天数和医疗费。

目前，周嘉团队提出的“基于现代针刺麻

醉技术应用于肺切除术围手术期加速康复”

的新理念， 已形成优势鲜明的中西医结合加

速康复“岳阳方案”。

周嘉是西医出身。1989年，他从上海第二

医科大学（现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医学系毕

业，进入仁济医院心胸外科。仁济医院是全国

最早开展心脏手术的医院之一。

1999年， 周嘉被公费派往美国哈德福心

脏中心，近一年里他做了8台心脏移植、500多

台心脏不停跳搭桥手术。回国后，他还负责完

成了仁济医院第一例心脏移植手术。 那年周

嘉37岁，意气风发的他怎么也没想到，后来会

与中医、与针刺麻醉结下不解之缘。

针刺麻醉是上世纪50年代中国医学科学

工作者把针刺应用于外科手术的创新。1972

年，仁济医院实施了全球第一例针刺麻醉心脏

手术。后因诸多因素，针刺麻醉逐渐式微。

2000年，已回国的周嘉收到一封信。写信

者是一名23岁女孩，患先天性心脏病，希望在

国内先做完手术再出国留学， 还想 “少用麻

药”， 听闻仁济医院曾做过针刺麻醉心脏手

术，慕名相求。“那时候，仁济医院已很多年没

做针刺麻醉心脏手术了。但女孩言辞恳切，触

动了我。”周嘉于是把1972年做第一例针刺麻

醉手术的心脏外科、麻醉科、针灸科的老先生

请回医院，讨论手术方案。最终，在三位前辈的

见证下，周嘉主刀，成功完成了这台针刺麻醉

心脏手术。后来，女孩从国外写来感谢信。

由此，周嘉迎来一个新起点：他扎进了这

段历史、这项技术。近20年时间里，他始终将

针刺麻醉技术作为自己的主攻技术。

2005年， 针刺麻醉团队完成的一例针刺

麻醉无气管插管下心脏二尖瓣成形术被英国

媒体全程报道并全球播放， 让我国沉寂了20

多年的针刺麻醉技术再次被世界关注。这台手

术的主刀，就是周嘉。与此同时，已被引进加入

曙光医院的周嘉带领针刺麻醉团队将现代针

刺麻醉技术相关研究结果在《国际心脏病学期

刊》发表，30年来对中医不屑一顾的主编看着

无可挑剔的结果说：“终于把我说服了。”

如今，周嘉团队领衔的现代针刺麻醉技术

已运用到颅脑、腹部和盆腔、肛肠、四肢等部

位的手术。 现代针刺麻醉技术和理念已遍及

全国20多个省市， 上海已成为全国最大的针

刺麻醉临床基地。通过科学系统总结、制定中

国原创的针刺麻醉临床指南、 让中国原创走

向世界，是周嘉下一步要带领团队主攻的事。

张庆伟当选中共湖南省委书记
新华社长沙11月28日电 中共湖南省第十二届委员会第

一次全体会议11月28日选举张庆伟为省委书记，毛伟明、朱国

贤为省委副书记，当选为省委常委的还有王双全、李殿勋、王

成 、吴桂英 （女 ）、隋忠诚 、谢卫江 、魏建锋 、杨浩东 、张迎春

（女）、南小冈。中共湖南省第十二届纪委第一次全体会议选举

王双全为省纪委书记，许忠建、程纪龙、张建平、蔡亭英为省纪

委副书记。

■百年初心奋斗者

上海开启“电竞+浦江游览”新模式
全国首个江上移动5G全覆盖电竞平台落户浦江

本报讯 （记者何易）首届同程杯英雄联盟手游争霸赛半

决赛及总决赛，昨天在浦江游览“申城之光”游船上举行。此次

赛事是久事旅游启动 “全国首个江上移动5G全覆盖电竞平

台”后落地的首个赛事，开启“电竞+浦江游览”新模式。

“跨界联手、相互赋能，打造‘电竞+浦江游览’新模式。以

电竞为连接器，促进消费升级，为城市发展注入新的活力，迈

出文体旅融合、同时叠加互联网效应的坚实步伐。”浦江游览

公司负责人告诉记者，不同于以往的电竞比赛把酒店、展馆作

为比赛场地，本次活动首创将竞赛落地到“世界水上会客厅”，

半决赛-决赛在黄浦江“申城之光”游船上进行，为大众呈现

一场别开生面的顶级赛事。

据介绍，此次同程杯英雄联盟手游争霸赛共举办了300多

场比赛，吸引线上线下20万人参与。赛事历时42天，最终共有4

支战队进入总决赛。

人物小传
周嘉， 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岳阳医院院长、博

导， 中国医师协会中西医结合医师分会心胸外科专
家委员会主任委员、 中国针灸学会针刺麻醉分会副
主任委员、上海市领军人才（针刺麻醉方向），长期致
力于针刺麻醉的创新与临床实践。 在他持续近20年
的努力下，针刺麻醉走上新发展期，不仅以其独有特
色造福当下患者，更走上世界舞台，丰富世界医学界
对中国传统医学的认知。

人物小传
汪崇德， 男，1980

年12月生，松江区教育
系统副处级干部， 援藏
任日喀则市定日县教育
局副局长、县二中校长。

汪崇德：珠峰脚下“攻坚”教育质量

去年， 日喀则市定日二中成为上海珠

峰教育质量攻坚联盟的成员， 为定日二中

教学成绩的提升打下了坚实基础。 在年底

的日喀则市统考中， 定日二中创造了县历

史最好成绩。这让汪崇德感到十分欣慰。

汪崇德援藏经历的最大变化， 是定日

二中的学生人数在短时间内从几百人增加

到1400人的规模。这意味着，教育资源惠及

了更多的孩子。同时，也对学校的基建和环

境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不能让一个孩子在学校挨冻

定日县地处珠峰脚下，山路崎岖。每年

春季开学，学生先赶到乡里，大巴车再从各

乡把他们集中转送到学校。 学校是寄宿制

的，学生每学期只回家一次。

汪崇德被定日冬季严酷的气候条件深

深震撼。最起码不能让孩子在学校受冻，这

是每一位教育工作者的愿望。在工作间隙，

他联系到上海松江区的一家被服企业， 协调

企业捐赠了价值超过一百万元的冲锋衣。这

些衣服由东华大学联合研发，料子是加绒的，

特别适合御寒。去年冬天，定日二中的每一名

学生都收到了这样一件新衣服。

学生再不用分批到食堂吃饭

经过研究， 汪崇德与定日援藏小组的成

员们开始改造定日二中的校园环境。

首先是新建了无塔供水项目。 由于冬季

严寒，校园供水经常冻结，师生用水需长时间保

持水龙头打开，很不方便。供水项目埋管深度远

超以往，利用深层土壤温度阻止水流冻结，还加

厚了管道保温层，在局部采用电加热。现在，

校园用水即开即用，不必担心爆管了。

定日二中还新建了二层学生食堂。 这之

前，学校食堂只是一层平房，挤不下那么多学

生，因此学生只能分批吃饭。有些年级学生先

去用餐，其他学生只能等着，特别是学生规模

增加以后，吃饭问题更加突出。现在，新食堂

已经建成，完全能够容纳所有师生同时用餐。

定日二中早先是没有图书馆的。 汪崇德

计划，利用改造后留下的老食堂平房，新建一

座图书馆。 它将采用和上海现代化图书馆相

同的技术，设有带屏幕的交互设备，可以轻松

地查找所需的图书。

“送教进藏”让更多的“索
朗拉姆”涌现

37岁的索朗拉姆是定日二中的物理教

师。2003年，她走出雪域高原，到河南省读大

学，后来回乡任教，从教已有13年。随着学校

规模的扩大， 需要更多像索朗拉姆这样经验

丰富的优秀教师。

汪崇德尤其关心定日的师资建设。 他与

定日援藏小组的同志们编写三年的教育援藏

项目书，涉及教育配套设施设备改善、教学及

生活设施设备改善及奖教助学专项三大方

面。其中，加大了对优秀教师及班主任的激励

措施，极大提升了教师的工作积极性。

汪崇德还与松江区教育局及松江区合作

交流办沟通，协调松江区教育局“送教进藏”

专家团赴定日县开展讲学活动， 其中包括特

级教师、学科带头人等。此行共安排六场专题

报告，全县200余名教师、校长和教育局干部

聆听报告，反响热烈。此外，他共组织定日县

教师骨干培训班4批次，共计60名优秀教师赴

松江跟岗培训20天，取得良好成效。

雪域礼赞

■本报记者 沈竹士

荨汪崇德（右）

看望当地群众。

上图：周嘉（左）与患者交流治疗方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