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市分公司拟对上海复同经贸有限公司债权进
行处置。 截止 2021年 12月 31日，该债权总额为 7,417.18万元。 债务人位于上海地区，该
债权由上海真恒贸易有限公司所拥有的上海市崇明区堡镇堡镇北路 159 号（原堡镇堡镇
北路 162号）工业厂房提供抵押担保，房产面积共计 28,261 平方米，并由陈莹提供连带责
任保证担保。 该债权的交易对象为法人、自然人、其他组织，并应具备相应的条件，但不属
于国家公务员、金融监管机构工作人员、政法干警、资产公司工作人员、债务人管理人员
以及参与资产处置工作的律师、会计师、评估师、拍卖人等中介机构人员等关联人或者上
述关联人参与的非金融机构法人； 不属于与参与不良债权转让的资产公司工作人员、债
务人或者受托资产评估机构负责人员、管理人员等有近亲属关系的人员；不属于失信被
执行人或失信被执行人的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不属于影响债务履行的直接责任人
员、实际控制人等；不属于标的债权所涉及的债务人和担保人；不属于反恐、反洗钱黑名
单人员；不属于其他依据法律法规、司法解释或监管机构的规定不得收购、受让标的债权
的主体。 该债权的有关情况请查阅我公司网站,网址 www.cinda.com.cn 。

公告有效期：自本公告刊登之日起 15个工作日。

受理征询或异议有效期：自本公告刊登之日起 15 个工作日，如对本次处置有任何疑
问或异议请与上海市分公司联系。

联系人： 顾先生、钱女士 联系电话：021-52000935 、021-52000946

电子邮件： guhao@cinda.com.cn，qianliang@cinda.com.cn

分公司地址： 上海市静安区北京西路 1399号信达大厦 24、25楼

对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举报电话：021-52000867、021-52000862

对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举报电子邮件：xuye@cinda.com.cn;gaoqin1@cinda.com.cn

特别提示：以上资产信息仅供参考，信达公司不对其承担任何法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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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市分公司资产处置公告

■ 聚焦诊前、诊中、诊后就医全过程中的难点、痛点、
堵点问题，上海持续推动传统医疗服务数字化升级和智能化
改造。2021 年上海“便捷就医服务”数字化转型着眼于服务
流程再造和改善患者体验，全面完成七大重点应用场景建设，
实现全市公立医疗机构全覆盖，提升市民群众的改革获得感
和就医体验度

■本报记者 唐闻佳

■本报记者 李晨琰

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全新打造 “沉浸式交互智慧诊间”。

■本报记者 张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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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春考和外语一考本周末开考
考生或同住人考前14天曾离沪，需持48小时内

核酸检测阴性报告参考

本报讯 （记者张鹏）2022年统一高
考外语科目考试（1月份）和上海市普通
高校春季考试将于1月8日至10日进行。

具体考试时间安排为：1月8日进行语文、

数学科目测试，1月9日进行外语笔试（含
听力 ），1月10日进行外语听说测试 。昨
天，上海市教育考试院提醒广大考生：即
日起至考前，考生须注意防寒保暖，做到
居住地和考点之间保持 “两点一线”，在
各场所要确保一定的社交安全距离。若
考前14天内考生本人或同住人员曾离
沪， 须持考前48小时内本市出具的核酸
检测阴性报告参加考试。

根据要求， 考生要严格按照笔试准

考证和听说测试准考证上的考试时间和
地点参加考试。 语文科目考试在开考后

15分钟（上午9:15）禁止考生进入考点考
试；数学科目考试在开考后15分钟（下午

1:45）禁止考生进入考点考试；外语笔试
（含听力）科目考试考前15分钟（上午8:

45）禁止考生进入考点考试。外语听说测
试须按准考证上的考试场次提前45分钟
到考点报到，提前35分钟进入准备室。

考生在出门前务必再次确认证件是
否齐备， 须凭准考证和有效身份证件进
入考点。在参加首场考试时，考生须携带
《考生考试安全承诺书》进入考点，并在
进入考场时交予监考员。

一片小菜园何以让00后学习热情爆棚
随着“双减”落地，更多老师将课堂搬出教室融入自然

走在宝山区顾村中学的校园， 抬
头望去， 一串串形似龙眼的果实悬挂
在高大的无患子树上。 果实成熟后，

掉落在地上， 外果皮破裂， 露出果肉
和果核， 这是再自然不过的现象。 老
师们引导学生进一步观察： 从果实中
流出的黏液， 若用手轻轻搓揉， 会慢
慢起泡， 用水冲洗之后， 手部会变得
更加光滑干净。 无患子树由此成为学
生们学习和研究对象， 用无患子制作
洗手液、 洗发水， 用无患子内核制作
工艺品……这些探究课题大大激发了
学生对科学的兴趣， 以及对自然世界
的好奇与热爱。

校园处处是景， 亦处处是课堂。

看似普通的植物， 新辟的一片菜园，

都可以激发 00 后的无限学习热情 ，

成为探索德智体美劳 “五育” 并举的
全新载体。 这是顾村中学过去一年探
索的育人新路。 这个学期以来， 随着
“双减” 落地， 更多老师纷纷将课堂
搬出教室， 融入自然， 更生动地践行
陶行知先生 “生活教育 ” “知行合
一” 的育人理念。

操场上的种植园，让孩
子获得不一般的“成就感”

在顾村中学， 几乎每个高一、 高
二学生都有了一个新的头衔———校园
“园艺工程师”。 去年植树节， 为提升
学生们的科学素养， 学校启动了生态
创新校园实践项目。

比这个项目更值得一说的， 是项

目的缘起。 宝山区教育局局长张治多年
前曾到北美访问学习， 归来后向老师们
提及， 理想中的校园应该是 “教室在窗
外”， 学生们不仅在学校读书， 还可以
自由地观鸟、 有机会亲手收集垃圾和雨
水， 亲近大自然。 受此启发， 顾村中学
在操场边开辟了菜园子， 为每个班级的
学生留下一片种植园。

原本五谷不分 ， 平时连锄头 、 铲
子都没拿过的 00 后们， 兴致一下子来
了！ 孩子们不仅在菜园里播种、 耕耘，

大家还利用社团课 、 探究课以及课余
时间观察 、 跟踪记录 ， 并在课题组老
师的指导下研究 、 探索 。 小番茄 、 茄
子 、 生菜 、 辣椒 、 芍药……十几种农
作物在师生们的悉心照料下成长着 。

让不少老师喜出望外的是 ， 探究的兴

趣一旦萌发， 简直 “势不可挡”。 即使
是寒暑假期间 ， 每天都有学生主动到
校 ， 就是为了看看田地里的这些 “小
伙伴”。

“看着亲手种下的蔬菜茁壮成长，

快乐伴随着自豪扑面而来， 也越发感到
食物的取之不易与大自然的神奇。” 回
想起近一年的种植经历， 高三学生曽逸
晨很兴奋。

顾村中学党支部书记胡艳告诉记
者， 生态创新校园实践项目有效地帮助
学生树立了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意
识， 真正将书本上的知识运用到实践中
去。 通过这一活动， 不仅拓展了学生们
的科研视野， 帮助他们树立劳动观念、

掌握一定的劳动技能， 团队合作能力也
得到了激发。

学校处处是课堂，跨学
科学习助力提升综合素养

开发校园种植园， 也成为顾村中
学开展跨学科教育的新起点。

顾村中学党支部副书记、 生物教
师张琴是 “有心人”， 仔细观察校园，

杨梅树、 山楂树、 薄荷、 野豌豆、 铜
钱草……在她眼里都成为最佳教案。

去年秋日， 校园里的山楂果成熟
了， 师生们坐在树下， 或静静看书，

或漫步闲聊， 还有的学生用画笔勾勒
出果实累累的山楂树， 描绘出秋天校
园独特的风景。 同学们通过赏一赏、

拍一拍、 画一画、 采一采、 尝一尝等
形式 ， 留下了关于山楂树的美好回
忆， 切实感受到了大自然的馈赠。

“山楂能做什么？” “山楂有什
么功效？” “山楂的生物化学性质又
如何？” 张琴带着学生们采摘完山楂
后一边查阅资料， 一边在学校厨房里
当起了 “大厨”， 制作冰糖葫芦送给
全校师生品尝。 而在化学教师的指导
下， 学生们还结合生物书上食物主要
营养成分的鉴定实验， 利用班氏试剂
检验山楂内的还原性糖， 并与葡萄糖
的实验现象作比较。

“学校处处是课堂， 大自然亦是
我们的老师。” 顾村中学校长李海平
告诉记者 ， 学校在整合校内外资源
后 ， 目前已开设了五十余门系列课
程 ， 初步完善了五育并举的课程体
系。 他希望， 这些课程能满足学生的
多元学习需求， 能选择到各自喜欢且
符合学生个性特长的课程。

“未来诊间”为便捷就医探寻“更优解”
新年伊始，一批改善患者便捷就医的新举措在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落地

无桌腿的弧形诊桌如同 “漂浮”

于诊室中央； 患者有了专属信息共享
屏， 不用再和医生挤看一块屏； 诊桌
上， 精巧简洁的一体机代替了医生工
作站主机 、 打印机 、 显示屏等传统
“大家伙”； AI 算法赋能的 “资源排
程” 系统可自动计算出检查、 手术、

入院排程的路径 “最优解” ……

新年伊始， 以 “沉浸式交互智慧
诊间” “未来诊桌” 等为代表的新一
批改善患者便捷就医的体验举措在上
海市第一人民医院全新落地， 传统医
疗正在数字化赋能下大步 “出圈”。

“未来诊桌”掀开全
新诊疗模式

“患者您好， 请入室就诊。” 昨
天下午， 患者黄先生体验了一把沉浸
式交互智慧诊间的 “未来感”。 诊室

门口设有智能识别系统， 患者在展示电
子医保卡二维码或身份证、 医保卡后，

方可进入诊室 ， 由此确保 “一人一诊
室” 制度的严格执行。

“医生，我最近有些胸闷气喘。”在黄
先生说话的间隙，他的过往就医记录和健
康档案已传输到接诊医生、 上海市第一
人民医院心内科医生朱彦琪的电脑显示
屏上。 这些信息也同步发送到黄先生面
前的患者专属电子屏。 医患两人一人一
屏， 避免了传统诊室中患者需绕到医生
同侧才能看到屏幕的麻烦， 也契合了疫
情期间保持安全社交距离的防护需要。

这张 “未来诊桌”， 便是这间沉浸
式交互智慧诊间的核心所在。 上海市第
一人民医院信息处处长傅春瑜告诉记
者， 院方将就诊流程中所需的硬件、 软
件、 节点全部重新整合、 优化， 并以诊
桌为起始点延伸开去， 进行重列。 每一
个新环节背后， 都是数字化在赋能。

仔细问诊后， 朱彦琪示意黄先生躺
上检查床、做进一步触诊。只见诊室内的
灯光和遮挡帘随着医生的语音指示自动

切换运行，随后，朱彦琪为患者开具了进
一步检查， 黄先生面前的小屏完整显示
了检查项目和药物明细，用手机扫码即可
完成费用支付。电子屏还会语音提示告知
何时做检查、几号窗口取药、何时复诊，整
个就诊流程无须离开诊室便可完成。

小小给皂机，织密院
感防控网

信息做加法， 流程才能做减法。 透
过 “未来诊室”， 解析其背后的就诊全
流程， 不难发现一点： 很多给患者带来
便利的举措， 均源于以患者视角为出发
点的交互体验探索。

走进沉浸式交互智慧诊间， 暖黄色
的灯光将诊室衬托得十分温馨。 医生身
后的 “大白墙” 也摇身一变， 成了枫叶
飘落的虚拟投影， 还不时有阵阵鸟叫传
来， 给人极具温馨的就医体验。

傅春瑜介绍 ， AI 算法在这间 “未
来诊室” 中无处不在。 比如， 一个小小

的给皂机便能提示院感防控是否到位。

“诊室内的给皂机能统计医生一天内使
用洗手液的频次， 结合医生接诊患者的
次数， 通过物联网反馈到主机， 从而判
断医生的手卫生执行情况是否达标， 这
对于院感防控而言极具参考意义。”

连医生给患者开检查单这一小小的
动作，也被数字化赋能。医生确定检查项
目后，“资源排程” 系统便开始了庞大的
运算， 通过AI算法综合考虑是否需要空
腹、是否存在先后顺序等因素，自动计算
出最佳的医技排程， 住院安排和门诊手
术同样也可通过这一系统计算出 “住院
排程”和“手术排程”的最优方案。

按照计划， 待市一医院眼科临床诊
疗中心落成， 沉浸式交互智慧诊间将大
规模投入使用。

以5G和AI等新基建
为支撑，赋能便捷就医

据悉， 市一医院自全面启动智慧医

院建设以来， 陆续推出智慧医嘱导航、 健
康管理人云陪诊、 养老机构 5G 云诊室等
多个数字化转型项目。

比如，在诊前，患者可通过智能预问诊
系统，用手机自助回答医生设置的问卷，并
通过诊疗系统一键导入其电子病历； 当患
者刚踏进诊室时， 接诊医生便可在系统内
收到患者此前在线提交的病情主诉。

在诊中， 医院不断优化 、 扩展 “X+

就医全流程服务”。 记者获悉， 这一系统
主要包括 “互联网医院” 与 “智慧就医导
航 ” 两大模块 ， 下设 “健康管理人云陪

诊” “健康档案” 等实用功能， 破解
患者就医各种难点、 痛点。

此外， 市一医院还将 5G 云诊室
“搬进” 养老院， 定制了 5 种适用于
不同场景的互联网医院诊疗设备， 并
打造专属 “医疗服务团队”， 服务住
养老人。

未来， 市一医院将继续以 5G 和

AI 等新基建为支撑， 以数据为驱动，

逐步深化 “智慧医疗” “智慧服务”

“智慧管理” “智慧科研”， 进一步打
造未来智慧医院。

加速建设未来医院和数字健康城区，更多应用场景将落地
上海“数字转型赋能便捷就医”获国家卫健委“点赞”，今年将推数字化转型2.0版

不带医保卡能看病， 手机 “扫一
扫”支付“零排队”，检验检查不重复，

跨院数据联通互认……在上海，“一部
手机走医院”越来越通畅。日前，“数字
化转型赋能上海 ‘便捷就医服务’”入
选国家卫生健康委2021年度 “推进医
改服务百姓健康”十大新举措。记者昨
天从上海市卫健委获悉，今年，上海还
将推出“便民医疗服务”数字化转型2.0

版，继续推出包括门诊智能分诊、智能
院内导航、 智能识别通行等应用场景。

同时，加快建设上海市数字医学创新中
心（瑞金医院），优化未来医院顶层设计
和建设路径； 将数字健康城区试点范
围扩大至静安、闵行、松江等区，深化
智慧城区医疗服务一体化模式创新，

以数字化转型持续推动超大型城市卫
生健康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七大重点应用场景
建设全面完成，公立医
疗机构全覆盖

聚焦诊前、 诊中、 诊后就医全过

程中的难点、 痛点、 堵点问题， 上海持
续推动传统医疗服务数字化升级和智能
化改造 。 市卫健委介绍 ， 2021 年上海
“便捷就医服务” 数字化转型着眼于服
务流程再造和改善患者体验， 全面完成
七大重点应用场景建设， 实现全市公立
医疗机构全覆盖， 提升市民群众的改革
获得感和就医体验度。

以 “精准预约 ” 场景为例 。 通过
全面打通和整合 “一网通办”、 上海健
康云 、 医联平台等 ， 上海在全国率先
完成省级层面医疗机构号源池的统一。

在此基础上 ， 利用大数据技术分析各
医疗机构专家接诊历史数据 ， 优化号
源时段 ， 提升预约精度 。 目前 ， 全市
各级医疗机构平均候诊时间已缩至 60

分钟内， 有效缓解 “挂号难、 排队长”

现象。

为减少重复检查， “检查检验互联
互通 ” 场景依托健康信息网和医联平
台， 实现全市所有公立医疗机构诊疗数
据互联互通， 患者 14 天内在其他医疗
机构做过相同的检查检验项目， 可在医
生工作站主动弹出 “互认提示” 页面，

提醒医生查阅相关检查检验项目的互认
结果。 目前， 全市各级各类医疗机构医
生工作站已 100%接入， 已实现 111 项

检查检验项目跨院互认。

医疗服务智能化改
造，提升患者体验度

以全面提升患者就医体验为核心，

上海精心选择诊疗、 急救等领域的业务
场景进行智能化改造。

为减少患者付费 “排队长 ” 的顽
疾 ， 七大场景之一的医疗付费 “一件
事” 启动系统优化升级。 如今， 参保患
者从 “随申办” App 总入口及微信、 支
付宝等其他多个入口， 完成 “医保电子
凭证” 网上实名认证后， 即可通过多种
移动付费渠道付费， 实现就医 “脱卡扫
码” 支付； 如患者绑定银行卡， 更可享

受诊疗全过程 “信用就医无感支付 ” ,

完成就诊流程后， 从银行卡内自动扣除
相应费用。

医疗付费 “一件事” 还与医疗电子
票据形成有效闭环， 付费、 票据 “一次
办”， 切实做到 “告别往返跑， 支付零
排队”， 实现 “减环节、 减时间” “一
部手机走全院”。 目前， 全市申领并激
活个人医保电子凭证人数近 1088 万人，

信用就医签约逾 37 万人， 共支付费用
约 4172 万元。

此外 ， 智慧急救 ， 实现 “上车即
入院”； 核酸检测和新冠疫苗接种， 实
现 “一键预约 、 一步检测 、 一网查
询”。 基于 “上海健康云” 建立全市统
一的新冠核酸检测综合服务平台 ， 上
海开通分时预约 、 线上支付等便民服

务功能 ， 为市民提供 “预约—支付—采
样—结果查看 ” 一条龙服务 。 截至 2021

年 12 月底 ， 全市新冠核酸检测申请近

5863 万人次。 上海对核酸检测实时进展
进行智能感知与科学研判 ， 阳性结果第
一时间传送至市区两级疾控中心等处置
单位及人员 ， 实现快速预警 ， 筑牢疫情
防控底线。

聚焦引领未来趋势，打
造智慧医疗服务新模式

市卫健委主任邬惊雷表示， 在深化重
点应用场景运用建设基础上， 上海将进一
步利用 5G、 大数据、 人工智能等新一代
信息技术， 加快推进未来医院和数字健康
城区建设， 发挥优质医疗资源辐射带动作
用， 打造数字化、 智能化的集成医疗服务
样板。

打造以患者为中心的 “未来医院 ”，

上海将以瑞金医院为代表， 打造以新一代
信息技术为支撑， 以数据为驱动， 以全生
命周期健康管理为主线， 以临床创新为引
领的智慧型、 研究型未来医院， 旨在实现
“四个再造” 的目标， 即以慢性病全程健
康管理 、 健康照护为重点的服务流程再

造， 以家庭病房延伸服务、 数字孪生
虚拟医院为主题的院区再造， 以多院
区智能交互、 同质医疗为核心的医院
管理再造， 以医工交叉、 产学研用为
一体特色的医学创新再造。

打造智慧化的数字健康城区， 上
海将结合本市智慧城区建设， 打造数
字健康城区 ， 搭建 “全域 、 全病 、

全程 ” 新型分级诊疗体系 ， 加速推
进优质医疗服务下沉 。 以青浦区数
字健康城区建设为例 ， 该区依托长
三角 （上海 ） 智慧互联网医院 ， 搭
建长三角三级专科互联网总医院 ，

与长三角一体化示范区内的上海青
浦、 浙江嘉善、 江苏吴江三地各级医
疗机构实现诊疗信息对接 ， 建成会
诊、 影像、 病理、 教学、 检验等五大
远程业务中心， 向上连接复旦大学附
属中山医院、 眼耳鼻喉科医院等， 向
下辐射青浦区社区 、 村卫生室及嘉
善、 吴江地区， 有效打通优质医疗资
源服务 “最后一公里”。

此外， 随着居家 “数字” 照护、

“无墙医院” 等新场景相继推出， 以
及医保免备案异地结算等政策落地，

示范区三地居民在家门口就可享受到
三甲医院优质服务。

学生们在菜园里不仅可以激发无限学习热情， 还可以亲近大自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