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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史博臻

高温来袭，面对“烤”验，不少建设工地

却是这番光景——空空荡荡，偌大的工地上

见不到人影……建筑工人都去哪儿了？

原来，建设方为保障工人身体健康，做

好安全生产工作，开出了几剂“凉方”，分时

施工作业便是其一。

在北横通道、武宁路快速化工程等施工

现场，为有效应对高温，项目部特意调整了

夏季和高温施工作业时间，遵照“做两头、歇

中间”原则。每天上工前，安全员都要仔细检

查一遍施工人员的防护用品佩戴情况，并在

巡查过程中时刻盯紧他们的精神状态。一旦

发现有人因高温感觉身体不适，立即让其服

用防暑降温药物，然后将其带离工作岗位。

高温时节关爱不缺位。每天直面烈日，

一升容量的大水壶，每位工人每天要喝掉三

四壶，加上盐汽水、大麦茶、绿豆汤等防暑降

温饮料，工地上备足了消暑物资，还提供清

凉亭、茶水棚供工人们歇息、补水。

从事了十年建筑工作的王师傅告诉记

者，如今的生活区里，通风和降温条件大为

改善，人性化措施不断加入，即便是临时居

住点，空调、淋浴间也是一应俱全，工人们居

住休息的舒适度大幅提升。高温时节，各项

安全生产措施也逐步细化，不仅对工人进行

防暑降温安全交底，还会贴心地在施工现场

张贴宣传防暑知识的海报，各类药品及清凉

饮料更是应有尽有不断供。

根据市安质监总站近日发布的相关工

作提示，各工地管理方要合理安排工作时间，

当上海中心气象台发布高温黄色预警信号

时，施工单位应当采取“做两头、歇中间”的方

式，缩短劳动者连续作业时间，白天高温时段

也就是11时至15时不得安排室外露天作业；

高温橙色预警信号时，除符合前款规定外，高

温预警未解除前不得安排室外露天作业。确

因施工工艺等要求，需在午间连续施工作业

的，必须制定和严格落实防暑安全保证措施，

并报建设单位和监理单位批准。

该文件还明确，改善工地现场环境，确

保建筑工地施工作业区、宿舍、食堂、厕所、

淋浴间等场所满足防暑降温需要。主动提

供凉茶或含盐凉开水、绿豆汤等防暑饮料，

配备防暑降温药品、医疗急救物资、医务人

员等。高温作业场所要采取有效的通风、隔

热、降温措施，特别是有限空间内温度升高

情况下易发生中毒窒息事故，作业过程中须

加强通风，保持空气流通。

值得一提的是，文件明确工地疫情防控

小组要统筹做好常态化疫情防控和防暑降

温工作。核酸检测时应主动避开高温时段，

选择阴凉地段，需穿戴特殊防护服的工作人

员应适当减少工作时间，加快轮班换岗频

次，避免因高温天气长时间穿戴防护用品造

成中暑事件的发生。各建筑工地要更新完

善高温天气下的疫情防控方案。

工地遭受“烤”验，建筑工人去哪儿了？

应对高温天气，申城工地分时施工

“现在开始盘点青花五彩龙凤牡丹纹

盆。请将镜头距离调整一下，对准外包装标

签，保证画面的清晰……”日前，上海外高桥

保税区海关稽查二科关员胡嘉婧、王晓蓉通

过远程视频，对辖区文化艺术品保税仓储企

业——上海自贸试验区国际文化投资发展

有限公司进行网上核查。按照海关核查关

员的指令，国际文化投资工作人员拆箱展示

瓷器全貌后，将瓷器底部款识对准摄像头，

完成核查最后一个操作。此次网上核查涉

及保税艺术品达350件。

今年6月，上海海关特殊监管区域艺术

品进出境复苏迹象明显，仅外高桥保税区进

出境艺术品就达570件，价值约4亿元，价值

环比增长36.21%。

作为全球规模最大、设施先进的艺术品

保税仓库，上海国际文物艺术品保税服务中

心是上海自贸试验区文化艺术新地标，库内

专业艺术品存储水平和存储量级都居全国

前列。“我们公司主要为上海国际文物艺术

品保税服务中心提供保税仓储服务。2021

年，公司文物艺术品进出境货值接近176亿

元，创下历史新高。今年尽管受疫情影响，

前5个月仍完成1800余件文物艺术品的进

出境操作，总货值超37亿元。”国际文化投资

副总经理汪嘉名说。

为进一步支持保障企业产业链供应链

安全稳定，最大限度减少疫情对经济社会发

展的影响，海关总署统一部署，加快推进网

上核查改革试点。作为首批试点海关，上海

海关出台《上海海关网上核查工作指引》，全

年计划开展网上核查100起，截至目前已累

计完成42起。

“我们综合运用企业自盘、海关抽盘及

数据比对审核等模式，主动加强与文物部门

联系配合，选取同一时间开展核查，避免贵

重艺术品重复开箱，提高核查效率。”外高桥

保税区海关稽查二科科长柳军告诉记者，在

此次网上核查实施过程中，保税区海关按照

风险指令，通过远程视频方式逐一核对艺术

品相关信息，所有图文及音视频电子数据同

步保存，海关监管效能和企业艺术品交付时

效均得到显著提升。

“网上核查”让保税艺术品进出境更安全便捷

本报讯 （记者周渊）作为市场经济肌
体的“毛细血管”，小微企业在促进经济增

长、保障就业、稳定民生等方面发挥着重要

作用。本轮疫情使得本市不少小微企业发

展遇“冷”，上海税务部门以实施“春雨润

苗”专项行动为契机，持续推进新的组合式

税费支持政策，“缓减退免”齐发力，为小微

企业“输血”，给困难中的市场主体增添发

展信心。

“促成订单难、回款速度慢、疫情期间

开支又大，公司账面一度入不敷出。在关

键时刻，税务部门送来的缓税政策给企业

带来了转机。”上海顺昌针织制衣厂负责人

顾顺妹说。制造业中小微企业税费缓缴政

策出台后，顺昌厂财务人员在税务干部辅

导下，通过电子税务局“一键确认”办理延

期缴纳，享受缓缴税费41万余元。“缓缴税

费对我们小企业来说，就像一笔‘无息贷

款’，解决了企业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

资金流动难题。”

助企纾困不只是为了“救急”，更是着

眼长远发展，激发企业内生动力。今年，企

业所得税减税“组合拳”持续加码，以政策

红利激励企业转型突围。作为一家土木工

程领域的“专精特新”软件企业，上海同禾

工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税惠账单”显

示，2021年起，企业提前享受研发费用加

计扣除政策减免税额40多万元，今年研发

费用加计扣除比例提高到100%，预计全年

可加计扣除600万元，将比原扣除比例少

交18万元多的税款。“这笔钱我们已投入

到开发智能灾变系统及智能液压物联网管

理平台等项目中了。”同禾公司财务负责人

张经理表示。

当前，位于“一江一河”交汇处的海鸥

饭店正在抓紧改建。“疫情对住宿餐饮业冲

击很大，我们和众多同行一样，都面临着经

营成本和维持运转的巨大压力。”海鸥饭店

财务任毅介绍。今年增值税留抵退税政策

“扩围”，对小微企业加大帮扶力度。通过

运用税收大数据分析，主管税务机关发现

该公司因改扩建等原因产生500多万元的

存量和增量增值税留抵税额，并且符合小

微企业全部退还条件，第一时间点对点向企业精准推送政策内

容，一对一精细化辅导退税申请，帮助企业算好“政策红利账”，

企业很快就收到了退税款581万元。

记者了解到，4月1日至6月15日，本市税务部门已累计完

成退库到账增值税留抵退税625.7亿元，起到了“帮一把、渡难

关、扶一程”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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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列5第22168期公告
中奖号码：55399

每注奖金100000元

排列3第22168期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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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选每注奖金1040元

组选3每注奖金346元

组选6每注奖金173元

超级大乐透第22072期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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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12+13+15+30 03+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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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等奖（追加） 26 174770元

三等奖 149 10000元

四等奖 571 3000元

一等奖基金积累数：

754035319.29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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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城烈日当空，酷热难耐。这几天，

全市数万名环卫工人坚守一线，确保城市

整洁如常。

昨天上午，闵行区古美公园附近，清

道班的环卫工人们正在进行日常保洁。

章师傅负责古美街道路段，不仅要清洁路

面垃圾，还要将分类垃圾箱收拾干净，不

间断巡回保洁。休息凳板条缝隙中的废

纸、花丛中的杂物被他用捡拾器一一夹

出，一圈下来，身上的衣服已全部湿透。

他告诉记者，昨天早晨普扫的时候就感觉

很热了，衣服是湿了干，干了又湿。随着

洒水车作业经过，道路上有了一丝清凉，

路面尘土也降低了不少。

近日，南京西路商圈已逐步恢复往日

的烟火气，静环公司作业一部红旗班组又

投入到繁忙工作中。虽然天气炎热，但环

卫工人在作业中全程佩戴口罩和面屏，加

强自我防护。负责人介绍说，针对连日高

温，班组尽可能让一线环卫工人避开中午

时段；强化人机协同作业，对街面进行清

扫降温。绿化养护团队上午和下午的上

岗时间，则分别提前和延后两小时，避免

养护工人在烈日下暴晒，并增加一次浇灌

作业，为植物增加水分。

常态化疫情防控工作也毫不松懈。

环卫职工坚持定期核酸检测、每日抗原检

测、岗前体温检测，在岗时全程规范穿戴

防护用具，作业期间注意与路人保持安全

距离、避免近距离接触交谈。

记者从市绿化市容局获悉，夏季高温

天气，机械化作业将“挑大梁”，加大机扫

和冲洗作业力度，从而减少人工清扫作业

量和劳动强度。

高温下坚守的背后，也少不了温馨细

致的关心关爱。申城大街小巷上，有的设

置了“爱心接力站”，常备藿香正气水、风

油精、清凉油、淡盐水等防暑降温物品，为

环卫职工提供遮阳、休憩、应急求助等便

利条件，以防一些突发的健康问题。

据杨浦区绿化市容局介绍，环卫工人已

统一更换夏季工作服，并进一步强化落实防

疫防护措施。根据当天实时气温，合理调整

作业模式和作业力量，增加员工作息时间，

实行“做两头、歇中间”作业模式，中班根据实

时气温实行分段调整，避开高温时段。

高温天将减少人工清扫作业量
数万名环卫工人头顶烈日为城市“梳妆”

■本报记者 史博臻

■本报记者 何易

在去年公布的全国三级公立医院

绩效考核排名中，上海帮扶的日喀则

市人民医院位列西藏第2名。目前，

日喀则市人民医院已实现当地群众

254种“大病”、473种“中病”不出市即

可就诊治疗。

三年前，在顺利完成“创三甲”阶

段性目标后，如何在高起点上继续实

现高质量发展，是摆在上海医疗人才

组团式援藏工作队面前的巨大挑战。

上海援藏医疗队领队、日喀则市

卫健委副主任、市人民医院党委书记

万兴旺表示，上海援藏医疗队紧紧围

绕日喀则市人民医院“聚焦一项绩效

考核目标、做好一个人才造血工程、建

成三个区域临床技术中心、打造五大

临床多学科诊疗（MDT）中心、巩固十

三大临床重点学科”的战略目标，以

“绩效引领、结对帮扶、智慧赋能、提升

感受”为抓手，切实深化日喀则市人民

医院“强三甲”内涵建设，持续强化“永

远带不走”的医疗人才队伍建设。

留下带不走的医疗队伍

在日喀则市人民医院神经外科主

任李强等多位上海援藏医生的接续带

教培养下，帕珠医生当选了西藏自治

区神经外科协会副主任委员，普布次

仁医生当选常委，帕珠还当选首届国

家创伤中心颅脑创伤专家委员会全国

委员。上海援藏医生、日喀则市人民

医院心内科主任车文良在前一批援藏

医生成功创建胸痛中心基层版的基础

上，带领本地团队将胸痛单元网络铺

设到上海对口五县，并带教常态开展

了永久起搏器植入。这些是上海援藏

医疗队在日喀则市人民医院开展绩效

管理制度改革的成效。

“强三甲”的关键是能力建设和人才

队伍。三年来，上海援藏医疗队实施以

执业资质、专业技术职称层次、工作难

度、服务质量、岗位工作量等为主要依据

的绩效考核和分配方案。着重鼓励重点

病种、三四级手术/操作、微创和介入技

术，聚焦三甲医院内涵建设主线，提升医

疗服务技术能力水平。将绩效分配管理

权力进一步下放至科室层面，赋予临床

科室主任绩效分配总额3%-5%的科室

奖励基金和行政职能部门负责人不超过

20%的上下浮动决定权，给予科主任和

科室核心领导小组更多的管理主动性。

改革激发了当地医护人员提升职业

能力的积极性。医院副高以上职称人员

从2019年的16人（无正高）增长到2021

年的39名（含正高5名）。医院签约双聘

专家87名，确立19名学术带头人，两批

次调整中层干部58名，提拔干部39名，

转岗干部19名，建立了后备干部数据

库，制定了《日喀则市人民医院青年英才

培养暂行办法》。

建适应群众需求的特色学科

在做强三甲医院能力建设过程中，

如何提高日喀则市医院的竞争力，让群

众有信心在本地解决健康问题？上海援

藏医疗队的做法是，加强特色学科、亚学

科建设。在上海10家知名医院与日喀

则市人民医院“以院包科”合作协议的基

础上，将“以院包科”科室增加为13个，

建强普外科、心血管内科、消化科、骨科、

中医科等重点病、多发病关键科室，加大

泌尿外科、血液科、儿科等10个科室扶

持力度，推动“以院包科”向呼吸、胸外、

麻醉等领域拓展延伸。

在上海援藏医生、日喀则市人民医

院普外科主任梅佳玮看来，普外科经过

7年培育，已形成胆道外科、胃肠外

科、胰腺外科、肝脏外科等亚专科特

色。在上海援藏医生、日喀则市人民医

院中西医结合科主任叶青等援藏专家推

动下，中西医结合诊疗中心初步形成肿

瘤、皮肤、风湿、康复等4个中医优势

亚专科。

上海援藏医生、日喀则市人民医院

副院长周坚表示，援藏医疗队参照国家

标准，分别以医院的心内科、神经科、骨

科、妇产科、新生儿科作为牵头单位，全

面梳理和建立了胸痛中心、卒中中心、急

救创伤中心、危重孕产妇救治中心、危重

新生儿救治中心的组织架构、运行流程，

配置了充足的硬件设备。

日喀则市人民医院于2019年底启

动创建急诊创伤中心，并以该中心牵头

申报临床医学研究中心。通过不断增强

院前急救、院内急救和各专科救治的配

合，救治时效性得到大幅提高，抢救成

功率逐年提升。上海援藏医生、日喀则

市人民医院副院长、创伤中心医疗总监

娄佳宁介绍，经过流程重构和绩效调

节，当前高等级的三级、四级手术已占

到医院总手术量的41%，比以往有了很

大提高。

截至目前，日喀则市人民医院已通

过中国胸痛中心联盟认证，其国家级卒

中中心建设通过国家脑防委现场考核。

2021年获批筹建国家级急救创伤中心，

2022年入选全国89家创伤监测哨点医

院。2022年6月作为唯一的地市级医

院、成功创建西藏自治区级急救创伤临

床医学研究中心。危重孕产妇救治中

心、危重新生儿救治中心按照国家标准

完成建设。

向儿童和基层辐射医疗服务

进藏之初，医疗队获悉当时年仅3

岁的旦增卓玛患有先天性心脏病。上海

援藏医生、原日喀则市人民医院儿科主

任赵坚深入制定了初步就诊方案。在上

海市第九批援藏干部联络组的支持协调

下，上海市慈善基金会资助旦增卓玛赴

上海接受治疗。小卓玛在上海市儿童医

院接受了看不见疤痕的介入手术治疗，

彻底摆脱了先天性心脏病的困扰。

在推进脱贫攻坚向乡村振兴衔接的

过程中，上海援藏医疗队启动了“五朵金

花”儿童先天性疾病救治专项行动，包括

救治儿童先心病的“卓玛梅朵”、救治儿

童先髋畸形的“格桑梅朵”、救治儿童头

面部畸形的“邦锦梅朵”、救治儿童胸壁

畸形的“曲如梅朵”、救治儿童四肢畸形

的“库贡梅朵”。三年来，累计筹得善款

逾586万元，帮助日喀则市属11个县区

的141位患儿重获健康，避免了他们的

家庭因病致贫、因病返贫。

入藏三年，日喀则市人民医院的信

息化水平不断提高。上海援藏医生、日

喀则市人民医院副院长乐飞和团队提出

“医学人工智能网格信息化协作（MAG 

IC）”概念，建设云影像归档和通信系统、

云上远程心电系统、云超声波系统，汇集

了本院原始医学影像和江孜等5个县级

人民医院的动态心电图。智慧手术转播

系统可有效实现术中直播、双向交流、术

后回放，为强化医院外科手术技术培训、

辐射基层规范化带教和开展学术交流提

供了强有力的支撑。上海援藏医疗队

还引进了床旁远程会诊机器人，当遇到

疑难病例和危重患者，可实时联系上海

后方，请医生远程视诊患者，就像在和

医生打视频电话一样。如此，患者不用

出日喀则就能够享受到上海最优质的

治疗。

回首援藏三年，万兴旺不禁感慨，

援藏不仅是义不容辞的政治责任，更是

一项崇高的事业；不仅是种挑战和付

出，更是一种全方位的历练和成长。未

来，上海援藏医疗队将更加注重理念更

新，更加注重本地人才培养，更加注重

学科建设，将日喀则市人民医院打造成

为西藏自治区级区域医疗中心。

医疗：打造特色学科“强三甲”再攀登

◤沪藏医生携手完成复杂手术。

▲日喀则市人民医院。

 日喀则—上海先心病救治2021活动启程。

■上海援藏谱新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