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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张鹏）
2022年上海市初中学业水

平考试（以下简称“中考”）

将于 7月 11日-12日举

行。昨天，上海市教育考

试院发布提醒：考前3天，

请所有考生按规定完成2

次核酸检测，其中7月10

日必须有一次。考试当

天，考生在出发前往考点

前须完成一次抗原检测。

今年中考考试科目和

时间安排为：7月11日测试

科目为语文、综合测试（物

理、化学、跨学科案例分

析）、道德与法治；7月12日

测试科目为外语、数学和

历史（仅限参加今年中招

录取但尚未取得历史科目

统测成绩的考生参加）。

考前，请广大考生务

必做好个人防护，按要求

继续保持居家或家校两点

一线。考生家长或同住人

也应尽量做到两点一线，

不参加聚集性活动、不聚

餐、不进入人员密集的公

共场所，避免接触有疫情

风险的人员和物品。请考

生下载并如实填写《2022

年上海市初中学业水平考

试考生安全考试承诺书》，

持续做好健康监测工作。

根据要求，考生在7月

11日第一天语文科目考试

结束后将在考点完成核酸

采样（请考生务必携带提

前打印好的纸质核酸码），

在7月12日考试结束后须

回社区完成核酸采样。

各区设有面向考生的

定点专用核酸采样点，并统

一于7月8日-10日每天上

午8:00-11:00提供单人单

管、单独标签的核酸采样服

务。考生可就近在专用采

样点完成核酸采样。专用

采样点信息一览表各区招

考机构也将在网站公布。

考生若在考前出现发

热（体温≥37.3℃）（指水银

体温计腋下温度，其他类

型的体温计以此为标准校

对）、干咳、咽痛、嗅（味）觉

减退、腹泻等症状，应立即

前往医院就诊。本市应届

生同时告知所在学校，其

他考生向报名所在区招考

机构报告。

考 生 应 佩 戴 N95/

KN95口罩前往考点。在

进入考点时，要在考点工

作人员的指引下按防疫要

求有序列队进行相关检查，除查验证件环节外考

生需全程佩戴口罩。常规考点普通考场考生进入

考场就座后，建议全程佩戴一次性普通医用口罩；

其他考场的考生，须至少选择外科口罩全程佩戴。

对考前有发热等症状的考生、进入考点时体

温异常的考生以及核酸检测筛查不符合要求的考

生，将安排在考点的备用隔离考场中参加考试。

考前，考生如属以下情况：确诊、无症状感染

或复阳的；6月20日后出舱的；明确为密接或次密

接的；处于本市中高风险地区（含14天内从国内

中高风险地区返沪）的；7日内国内低风险地区返

沪的；因突发疫情被封控或身处合围区的；其他异

常情况等，请第一时间报告所在学校（其他考生报

告报名所在区招考机构），同时请考生和家长（法

定监护人）在考前保持通讯畅通，严格按照学校或

区招考机构的要求进行考前准备，涉及闭环转运

的提前按要求做好考试证件、防护用品及其他个

人相关物品的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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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到一年暑假时。刚刚过去的这个学

期，上海的孩子们经历了疫情考验，居家

度过了三个多月的特殊时光。不少家长也

悄悄发现了一个身边的变化：一段时间

来，孩子们在小区里结伴一起玩耍的情况

越来越常见了。从蹒跚学步的幼儿，到骑

着平衡车、自行车甚至开起卡丁车的大孩

子，不少孩子都把自家小区当作了身边的

“玩乐场”。

如今，为期两个月的暑假已开启，如何

让孩子们在尽情玩耍的同时，尽可能避免出

现安全隐患？教育专家认为，尽管居民小区

内环境相对封闭，但家长仍应尽好看管义

务，为孩子筑牢安全底线，切不可任由孩子

在社区随意“放飞”。社区也应通过安全设

施的维护、安全规则的制定，甚至安全志愿

者的配备等提供良好保障。

“散养”在社区的孩子，可能是
闯祸者也可能是受害者

疫情期间，卡丁车一度成为沪上一些居民

小区里的网红玩具，其中不乏近年来颇为流行

的儿童卡丁车。尽管小区内普遍限速 5公

里/小时，但仍有不少大人和小孩团购了卡丁车

在小区内肆意驰骋。

前几天，上海宝山区某小区内发生惊险一

幕：一名3岁幼儿驾驶儿童卡丁车将一名5岁男

童撞伤，快速行进的卡丁车将这名5岁男童从

后撞倒，导致其后脑勺着地。被送进医院后，5

岁男童被确诊为创伤性闭合性硬膜外血肿。

根据目击者回忆，这辆儿童卡丁车属于小

区里一个12岁的孩子。当时因为要去拿一个

快递，所以离开了卡丁车。此时，边上一个3岁

小孩，趁家长不注意爬上了卡丁车并启动了它，

随后以较快的速度将5岁男童撞倒。

“这起事故看似是个‘意外’，但究其背后的

原因，还是家长作为监护主体的缺失。无论是

3岁还是12岁的孩子，他们都没有民事行为能

力，家长理应尽到监护责任。”上海家长学校专

家李爱铭表示。

眼下，随着暑假来临，不少孩子都“散养”在

社区里，由于父母大都在上班，无法现场监护，这

些孩子的监护职能就落在祖辈身上。而祖辈的

行动能力远不如孙辈，如果家庭的规则意识和管

理约束能力又相对松散，这些容易闯祸的“熊孩

子”很有可能成为暑期儿童安全管理的隐患。还

有个别家长，为了图省事，有时甚至放任孩子自

己在小区玩耍。在无人看管的情况下，孩子既可

能成为闯祸者，也有可能成为受害者。

让孩童玩得安全又尽兴，安全
规则制定可纳入社区规划

每年暑假，都是儿童意外伤害的高发期。

根据相关统计数据显示，意外伤害已占我国儿童

死亡原因总数的26.1%，且这一数字还在以每年

7%-10%的速度增长。儿童意外事故52%发生在

家庭，19%发生在街道社区，12%发生在学校。尽

管意外伤害的特点是意外性和突然性，但其实绝

大多数儿童意外伤害事故是可以预防的。

近年来，上海正在全力打造儿童友好社

区。在上海家长学校特聘专家相旭东看来，应

将儿童安全工作纳入儿童友好社区的建设规

划，通过社区安全设施的维护、安全规则的制

定、安全志愿者的配备等，为社区内少年儿童提

供安全保障。

相旭东建议，一些儿童活动较多的社区是否

可借鉴疫情期间的志愿者工作经验，从热心的家

长居民中招募一批暑期志愿者，对社区内的儿童

活动进行一定的监管。此外，有条件的社区也应

多开展针对家长和孩子们的安全教育，或组织一

些亲子主题活动，引导孩子们度过一个安全、健

康、快乐、有益的暑假。

让孩子们放松身心的暑假同时也是意外高发期，教育专家提醒家长：

意外伤害并非“意外”，小区莫成监管“盲区”

药香袅袅跨古今，伴随着申城空气里蒸

腾的滚滚热浪，又到一年冬病夏治时。眼下，

在申城中医特色医疗机构，冬病夏治门诊已

火热开诊。

坚持开展冬病夏治门诊30多年

冬病夏治是传统中医药的特色疗法之

一，民间素有“盛夏三伏天，冬病夏治忙，错过

等一年”的说法。在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岳

阳中西医结合医院，自6月20日冬病夏治门

诊迎来首批预约市民后，近日这里迎来一波

就医“小高峰”。据悉，该院已坚持开展冬病

夏治30多年，年治疗量逾4万人次。

“近年来，随着市民越来越注重身体健

康，尤其是经历疫情，对健康更为重视，更多

人认识到要‘未病先防’，注重提高自我机体

的免疫力，冬病夏治的热度随之不断攀升。”

岳阳医院门办主任须冰告诉记者，今年，岳阳

医院呼吸内科、内分泌科、风湿科、肿瘤一科、

皮肤科、妇科、儿科、针灸科等十多个科室冬

病夏治敷贴门诊已应时开诊，首批预约者大

部分是“老粉丝”，已坚持冬病夏治多年。

那么，冬病夏治到底是什么原理？有什么

讲究？中医专家告诉记者，简单来说，从小暑

至立秋，也就是盛夏三伏天，是全年气温最高

时节，此时，借助夏季阳气旺盛之力，加上穴位

刺激以及药物的作用，可起到疏通经络、健脾

益肺、温阳补肾的作用，以此提高人体抵抗力，

从而减少“冬病”发生，或减轻“冬病”病情。

儿科冬病夏治迎来“头贴”小患者

在岳阳医院，儿科“冬病夏治穴位敷贴”

年治疗量达上万人次，是最热门的冬病夏治

门诊之一。今夏，这里已迎来“头贴”小朋友。

医生介绍，儿科敷贴主要有助于提高患儿

脾胃功能，促进机体抗病能力，比如“肺系固本方”

适用于反复呼吸道感染、反复肺炎发作者、哮喘、

支气管炎、新冠肺炎康复期儿童；“脾系健脾方”

适用于消化不良、厌食、营养不良、便秘等疾病。

“今天，我们就贴了100个小朋友。”一名刚

结束敷贴的医生告诉记者，与往年略有不同的

是，今年因防疫需要，口罩戴得多了，小朋友呼

吸道感染情况明显改善。与之相对，前来调整

脾胃的小病人增多，有的挑食身形矮小，有的

“太爱吃”体型肥胖。在中医眼中，这都属于脾

胃运化不足范畴。

儿科冬病夏治还有一种“不吃药”的手法。岳

阳医院推拿科海派儿科推拿团队开设的冬病夏治

专科门诊，通过推拿手法结合穴位敷贴等治疗手

段，为3到12岁儿童调补肺脾肾三脏之不足。

多学科推出特色项目，“非药物
疗法”手段丰富

相比儿童，成人冬病夏治更为丰富。以岳

阳医院呼吸科独有的呼吸“咳喘方”为例，将辛

温、走窜、通经之药物制成药饼敷于特定穴位，

配以特定的中药定向透皮技术及热疗技术进行

治疗，使药物能更好地深入吸收，起到疏经通

络，温补阳气、补益脾肾、散寒驱邪的作用。在

此基础上，医生还会辅以耳穴治疗，由此产生的

刺激会作用于全身各组织器官，以此综合调节，

促进自身免疫功能提高，从而有效改善慢性咳

喘病的临床证候。

据介绍，这一特色疗法适宜患有慢性支气管

炎、慢阻肺、间质性肺病、慢性咽喉炎等长期受呼

吸道疾病困扰的患者，也一直是冬病夏治“热门”

预约项目。此外，岳阳医院内分泌科、皮肤科、传

统医学科等均有特色项目。专家告诉记者，祖国

医学博大精深，“非药物疗法”手段丰富，在冬病

夏治领域也有很广泛的应用，包括刮痧疗法、艾

灸疗法、拔火罐疗法等中医药适宜技术。

要提醒的是，为减少人员聚集，目前冬病夏治

项目多为预约制，市民朋友要按预约时段前往。考

虑防疫需要，除了要根据医院要求提供相应核酸阴

性报告（通常为72小时内），除诊疗需要外，治疗期

间须全程佩戴口罩，老年患者、儿童仅限一人陪同。

项目多为预约制，治疗期间须全程佩戴口罩

申城医院冬病夏治门诊迎来就医“小高峰”

找到上海新华医院脊柱中心主任

杨军林时，24岁的天津姑娘小吕刚做

过脊柱侧弯矫正手术，这是一场称得

上“伤筋动骨”的大手术。令人意外的

是，小吕对杨军林提出一个请求：对自

己再次手术，再次矫正。“我们查阅了

国内外近10年的文献，均未对此类翻

修手术有过报道。”杨军林感慨，小吕

伴有严重呼吸功能障碍，同时又是翻

修手术，“实在很危险，很难。”

但小吕再次手术的意愿非常强

烈。与手术的风险、死亡的威胁相比，

她更不能忍受自己“对折的人生”。

原来，小吕是一名重度脊柱畸形

的脊髓性肌萎缩症（SMA）患者，在第

一次手术前，她的侧弯达到165?。做

完第一次手术，虽然矫正了21%，但她

仍然没有办法坐起来。于是，这名坚强

而执着的姑娘坚决要求再次手术，目

标就一点：能坐直。

为了“挺直坐立”，决定
二次手术

SMA是一种罕见病。小吕从1岁

确诊开始，肌肉就逐渐萎缩无力，在她

身上，最为严重的情况是脊柱畸形：脊

柱几乎“对折”，她只能勉强“窝”在轮

椅里或像蛇一样“盘”在床上。脊柱畸

形还同时压迫着心、肺，导致她出现严

重的呼吸功能障碍。

“折叠”的身体，并没有击垮这名姑

娘。为缓解病情，三个月前，小吕经历了一

场脊柱侧弯矫形手术，由于手术难度巨

大，未达到矫形的最低目标，矫形率仅为

21%——术前，她的脊柱侧弯程度达

165?，术后仍有130?，身体依旧无法坐直。

小吕渴望能平视着与人交流，渴望

解放自己的双手去做更多的事，她无法

接受术后仍需侧身趴在床上度过一生。

于是，她来到上海求医。

挑战“不可能”，专家团队
制定周密方案

此时，距离前一次手术不到3个月。

杨军林介绍，如果要翻修手术，3个月内

是比较合适的。因为，初次手术后的3个

月，虽然解剖结构已破坏，但脊柱尚未发

生完全骨性融合，局部解剖结构尚可辨

识，为重新置钉提供了可能。更重要的

是，翻修手术必须进行多节段大创伤截

骨，若脊柱完全骨性融合，则手术创伤出

血更大，加上这类SMA患者本身体质

差，更难实现矫形手术。

所以说，小吕来求医的时机是对的，

但手术难度也更大了。此类重度脊柱畸形

伴严重呼吸功能障碍的SMA矫形手术是

国际公认的难度极高的手术，存在极高的

死亡风险，被医生视作“手术禁区”。而在

第一次手术的基础上，再次矫正的翻修

手术则是难上加难。面对小吕二次矫形

手术复杂的解剖结构、大量失血的风险、

手术策略选择等一个个问题，新华医院

脊柱中心专家团队和由上海儿童罕见病诊

治中心多位专家教授组成的小儿罕见病

MDT团队一同开展术前会诊。最终，专家团

队共同制定了手术计划和应急方案。专家组

还与小吕的家长进行了充分沟通。

拉直身体，更拉起对生活
的信心

6月9日，手术开始了。杨军林凭借丰

富的手术经验，在手术团队的密切配合

下，争分夺秒，翻修手术按原计划在6小时

内顺利完成。手术团队取出了原内固定

棒，多节段截骨得到松解和减压，专家随

后在小吕脊柱凹、凸两侧分别再次置入预

弯棒，撑开及合拢弯曲变形的脊柱。

在各科专家的密切配合下，小吕闯过

了一道道难关。术后拍片显示，这次手术

的脊柱矫形率达到55%，翻修术后，小吕脊

柱侧弯仅为75?，取得了明显的矫形效果。

手术后，小吕可以借助支具辅助独坐在床

上和轮椅上，成功解放了原本需要支撑身

体的双手。昨天，小吕顺利出院。这一次，

她终于实现了“坐直”的愿望。医生们奋力

拉直她原本“折叠”的身体，更拉起这个姑

娘对生活的信心与勇气，小吕将写有“重

生”字样的锦旗献给治疗团队。她，终于可

以“平视”这个世界了！

至今，新华医院脊柱中心已成功安全

完成20多例严重脊柱侧弯合并重度呼吸

功能障碍SMA患者的脊柱矫形手术。杨军

林提醒，SMA患者应尽早进行有效的侧弯

干预治疗，避免发展到更为严重的侧弯而

不得不进行极高风险手术。

一罕见病患者脊柱侧弯达165?，新华医院组建专家团队突破“手术禁区”

手术翻修“折叠的身体”，实现姑娘“平视”的愿望

多学科专家团队讨论治疗方案。

本报讯 （记者唐闻佳）为落实国家
和本市相关要求，7月起，本市正式启动

医保家庭共济组网。本市历年账户有结

余的职工医保参保人，可以自愿组建家

庭共济网，通过“随申办市民云”App、随

申办微信小程序、随申办支付宝小程序，

将本人已参加本市职工医保或者居民医

保的配偶、父母、子女作为共济成员。

个人账户家庭共济使用，是指职工

医保个人账户的历年结余资金，从仅限

职工本人使用，拓展到可以给配偶、父母

及子女等家庭成员共济使用。

医保部门预留了7月份一个月时间

方便全市职工参保人员自愿组建医保家

庭共济组网，8月起，已组网的家庭共济

成员就可以逐步在本市定点医药机构使

用共济资金就医或购药。

今年第四季度，本市还将启动共济

资金为家庭共济成员参加城乡居民医保

缴费。

7月起上海正式启动医保家庭共济组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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岳阳医院儿科

冬病夏治敷贴门诊

开诊，医务人员给小

朋友用上特制小药

饼，以此提高身体抵

抗力，从而减少“冬

病”发生，或减轻“冬

病”病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