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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奋进新征程 建功新时代”党委专题系列新闻发布会

为迎接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上海昨天举行

“奋进新征程 建功新时代”党委专题系列新闻发

布会第三场，围绕“推动教卫事业高质量发展 引

领创造高品质生活”主题，市教卫工作党委介绍

了十年来上海教卫事业改革发展有关情况。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围绕教卫

工作作出系列重要讲话和指示批示，形成了关

于教育和健康中国建设的重要论述，为办好教

卫事业提供了根本遵循。在上海市委、市政府

坚强领导下，教卫系统坚守“为党育人、为国育

才”的教育初心和“守护人民生命健康”的崇高

使命，围绕满足人民群众“幼有善育、学有优教、

病有良医”的美好期待，推动教卫事业实现了更

高质量发展。

体制机制更健全，高质量党建
引领教卫事业高质量发展

办好教卫事业，事关党的宗旨全面落实、事

关改革发展成果均衡共享。市教卫工作党委书

记沈炜介绍，教卫系统现有党组织1.02万余个，

党员19.78万人，始终坚持党对教卫事业的全面

领导，守牢办学治校、办医治院方向。

围绕贯彻党的教育方针，上海启动推行中

小学校党组织领导的校长负责制，更好落实立

德树人根本任务，推动重大事项决策执行更加

科学规范。

围绕“守护人民健康”，上海推行公立医院

党委领导下的院长负责制，完善中国特色现代

医院管理制度，促进党建与医教研业务融合。

围绕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上海健全高

校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促进党务业务双

结合、立德树人和教学科研双促进，高校“双带

头人”专任教师党支部书记配备率已达97.3%。

围绕实施党建质量提升工程，推动基层党

组织建设，上海入选全国高校党建工作示范高

校4所、标杆院系18个、样板支部104个、“双带

头人”党支部书记工作室13个、全国“先进基层

党组织”1个。

争担全国教改探路者，总体实
现教育现代化目标初步达成

上海现有普通学校3432所，较2012年增加

245所；大中小幼在校生301.06万人，增加45.1万

人；专任教师23.27万人，增加5.15万人。围绕办

好人民满意、一流水平教育，落实立德树人根本

任务，上海争担全国教改探路者，推动教育事业

迈上新台阶，已总体达成《中国教育现代化2035》

确定的教育事业发展和人力资源开发主要指标。

教育公平扎实保障。上海以大中小幼一体

化促进学生五育融合，构建实施学生综合素质评

价体系，实施面向人人的艺术普及教育和“小学

体育兴趣化、初中体育多样化、高中体育专项化、

大学体育个性化”体育课改，中小学学生体质健

康水平和艺术素养不断提升，儿童少年近视率实

现下降。当前，上海学前三年毛入园率、义务教

育和高中阶段教育毛入学率均接近100%。

教育质量全面提升。上海连续参加国际

学生评估项目（PISA）和教师教学国际调查

（TALIS），展示了优质均衡的基础教育发展水平。

15所高校、64个学科进入国家“双一流”建设行

列。本科在校生由35.9万人增至40.6万人，研究生

在校生由12.7万人增至23.33万人。重点产业人才

供给能力明显提升，教书育人典型持续涌现，教育

对外开放提质增效，小学数学教材影响辐射海外。

服务贡献持续增强。上海高校牵头建设3

个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2个集成攻关大平

台、4个国家前沿科学中心和46个国家级科研平

台。上海高校获国家科技“三大奖”数占全市总

数约70%，占全国高校获奖数约10%，年均获

“国自然”资助项目近4000项。

综合改革迸发活力。上海相继承担教育综

合改革、高考综合改革、“三全育人”综合改革等

国家试点，探索形成的0-3岁婴幼儿托育服务、

高考“两依据一参考”、高校课程思政、高校分类

评价等重大制度成果在全国推广。

促进基础教育优质均衡，家门
口的好学校越来越多

满足老百姓对优质教育资源的需求，根本之

策在于办好家门口的学校。据市教卫工作党委

副书记、市教委主任王平介绍，这些年，上海坚持

抓基本办学条件和内涵发展均衡同步发力，多措

并举促进基础教育城乡一体、优质均衡。

十年间，上海促进义务教育五项标准全市

统一，保障学校基本办学条件均衡。2015年，教

育等九部门联合出台《促进城乡义务教育一体

化的实施意见》并于2020年如期实现。近期，教

育等七部门又出台了新一轮义务教育学校“五

项标准”，进一步优化学生的学习生活环境。

十年间，上海围绕办好家门口的学校，重点

遴选128所相对薄弱公办初中，实施“强校工

程”，推动了280余名特级校长、特级教师、正高

级教师流动到最薄弱学校任教任职，以“强管

理”“优师资”等举措，初步探索了学校优质均衡

发展新路子。围绕缩小校际办学差距，上海出

台紧密型学区和集团建设实施方案，促进优质

教育资源跨校流动。围绕缩小区域差距，上海

推行中心城区优质品牌学校托管郊区薄弱学

校，实现了学生成长、教师发展、教学质量、学校

管理、文化建设等快速进步。

营造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良好生态，这

些年，上海推行义务教育“公民同招”和民办学

校“超额摇号”，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择校焦虑，优

化了义务教育生态。落实中央“双减”政策，在

上海，课堂教学提质增效，作业设计与实施更科

学，课后服务资源供给更丰富，学科类培训机构

数量大幅压减。与此同时，上海以数字化赋能

优质资源共享辐射，架构覆盖各学段的空中课

堂，集聚全市优质师资录制1.2万余节优质课程

并依托全媒体平台与线下课堂播放。

党的十八大以来，围绕满足群众“幼有善育、学有优教、病有良医”期待，上海着力推动教卫事业高质量发展

立德树人，办好人民满意一流教育

本报讯（记者王星）上海居民平均期望寿
命84.11岁，较2012年提升1.7岁，当前上海各项

主要健康指标保持世界领先水平。记者昨天从

“奋进新征程 建功新时代”党委专题系列新闻

发布会上获悉，在上海，保障市民生命健康的卫

生服务体系已初步建成。新时代新征程，上海

将加快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健康科技创新中

心，不断提升市民对医疗卫生的获得感。

市教卫工作党委书记沈炜介绍，党的十八

大以来，上海以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国家试

点为抓手，全方位、全周期保障人民健康和生

命安全。上海现有卫生机构6317个，卫生技术

人员23.96万人。上海居民平均期望寿命84.11

岁，较2012年提升1.7岁；上海地区婴儿死亡率

2.30/千，较2012年下降54.37%；孕产妇死亡率

1.60/10万，较2012年下降77.46%，各项主要健

康指标保持世界领先水平。

公共卫生应急机制更加完善。全市因时

因势调整防控策略，优化发热门诊和哨点诊室

布局，完善突发公共卫生应急事件处置系统，

与全体市民一起打赢了大上海保卫战。强化

疾病预防控制体系建设，目前上海的重大慢性

病过早死亡率降至10%以下。上海还不断完善

院前医疗急救网络，建立统一调度系统，提升

了急救平均反应时间。

优质医疗资源布局更加均衡。新建5家、升

级3家、迁建1家郊区三级医院的“5+3+1”建设

工程初步完成，聚焦五个新城等重点区域上海

加强了产科、儿科布局，有效缓解郊区优质医疗

资源紧缺。上海不断加强区域性医疗服务圈和

社区卫生服务机构标准化建设，推进家庭医生

“1+1+1”签约，有序推进分级诊疗；强化老年医

疗、护理等资源配置，建成市老年医学中心，提

供家庭病床、老年护理床位各8万余张。

为完善危重孕产妇、新生儿会诊抢救网

络，上海还布局建成了五大儿科医联体，提升

综合医院和社区卫生中心儿科服务能级。

十年间，上海的医疗卫生服务能力不断提

升，建设5个国家医学中心、6个国家临床医学

研究中心，以及国家肝癌科学中心、转化医学

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上海）等重大平台，在

疑难危重症诊断与治疗、高水平基础研究与临

床研究成果转化、重大公共卫生问题解决等方

面形成一批重大原创成果。这其中，公立医院

办医绩效凸显，据“全国三级公立医院绩效考

核国家监测分析”最新数据，上海2家综合医院

位列全国第一、第二名，2家中医院连续三年位

列三级中医、中西医结合医院第一，2家专科医

院在同类专科医院中位列榜首，公立医院绩效

水平全国领先。在上海，健康服务业同步高质

量发展，新虹桥国际医学中心等“5+X”健康服

务业集聚区蓬勃发展。

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在上海全面深化。上

海推行“医药分开”等改革，试点中医优势病种

同病同效同价医保支付；深化社区卫生服务综

合改革，全部配备使用基本药物并实行“零差

率”销售，建立监管、评价、投入、分配、药品供

应保障等新机制；落实“医疗付费”“出生”等

“一件事”改革，进一步提升百姓便捷就医服务

能级。

上海居民平均期望寿命84.11岁，各项主要健康指标保持世界领先

保障市民生命健康的卫生服务体系初步建成

在茂名南路与长乐路路口的转角地带，低调且

华丽的兰心大戏院已在此静静伫立了91载，见证

了珍贵的城市历史。昨天下午，历时一年半的修缮

和试运营，“修旧如旧”的兰心大戏院正式对外亮

相。今晚，都市喜剧《宝兴里》将作为剧场年度大戏

与观众见面。据上海文广演艺集团总裁马晨骋介

绍，焕新后的兰心定位为垂直类喜剧剧场，目标成

为以喜剧为核心内容的优质商业演出聚集地。

“现在的兰心大戏院是最接近上世纪30年代

历史原样的状态。”兰心大戏院修缮设计总负责

人左承岦说。记者看到，无论是铺满暗红色泰山

砖的建筑外立面，还是内部的水磨石地面和繁复

精细的金色柱头、线脚、雕花，都透露着浓浓

的复古风情。为了尽可能复原建筑，设计团队

克服种种困难，在上海市城市建设档案馆找到

了剧院1931年的设计图纸，并在业主的档案库

中找到了1996年由华东建筑设计研究院所绘的

室内装修图纸。

兰心大戏院是上海开埠至今仍在使用的、历

史最悠久的剧场，建筑风格为整体意大利文艺复

兴时期府邸式建筑，局部受新古典主义风格影

响，建筑面积约为2807㎡。目前市民所见到的剧

场为第三代兰心，由新瑞和洋行设计，于1931年

2月5日正式落成。揭幕后，剧场以演戏剧为主，

兼演舞剧、歌剧、戏曲、音乐会等，在当时的上海

滩独领风潮。1945年10月，蓄须辍演多年的梅

兰芳正是在此以一折昆曲《刺虎》重上氍毹。新

中国成立后，兰心大戏院不仅上演了一系列中国

原创话剧，更在1959年举行了《梁祝》小提琴协奏

曲的公演，“让西洋乐器说中国话”，这场演出标

志着兰心大戏院真正成为中国人自己的戏院。

观众厅是兰心大戏院室内最核心的区域，也

是本次修缮过程的重点之一。为提升观众的舒

适度，团队在适当调整排距的同时也将座位数从

681增加至702，突破700大关的座位数也为兰心

大戏院蜕变为一座中型剧场奠定了基础。此外，

红金色系的观众厅在视觉上也令人眼前一亮，这

样的灵感来源于一次偶然——在拆除过程中，团

队在剧场二层发现了红色及金色围边的历史线

条装饰，设计师在结合历史文献的描述后，决定

将该配色沿用到如今的装饰中。

“修缮后的兰心大戏院和《宝兴里》这部作品

一样，都经历了一个辞旧迎新的过程。”《宝兴里》

导演李伯男透露，该都市喜剧讲述的是每个上海

人心中的那抹回忆。剧如其名，故事原型正是上

海历史最悠久的里弄之一宝兴里，宝兴居委会是

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批由居民自发建立的居民委

员会，剧本以该里弄的旧改历程为灵感进行创

作，同时也是30年来上海中心城区成片二级旧里

以下房屋改造工程的缩影。

上海滑稽剧团团长凌梅芳表示：“《宝兴里》期

待用‘当代表达’让更多观众看到‘人民城市人民

建，人民城市为人民’重要理念在上海这座城市的

生动实践。”

无限接近历史原貌，91岁兰心大戏院焕新归来

逝 者

他是“没头脑不高兴”之父，笔下作品陪伴

了几代中国孩子成长；他曾翻译《夏洛的网》《安

徒生童话》等世界儿童文学经典，笔耕八十载，

总字数逾千万字，滋养了无数小读者的精神世

界……昨晨，中国儿童文学泰斗任溶溶在上海

辞世，享年100岁。

他的离去，在读者和业界引发刷屏式悼

念。“任老走了，期颐之年的童话并未完结，带来

无穷欢乐的不老顽童，将永远活在一代代孩子

们心里！”上海翻译家协会会长、复旦大学外文

学院教授魏育青告诉记者，他也是看任老的书

长大的，任溶溶关于文学翻译有许多真知灼见

对当下仍有启示，比如，“翻译童诗讲究声韵、节

奏的谐和搭配”“不空谈理论，相信朴素的艺术

直觉，以作品说话”。

“中国儿童文学有任溶溶先生真是一种幸运，

其作品的世界眼光、儿童心态、游戏精神、幽默趣

味，处处显出卓尔不群的风格。”儿童阅读推广人、

评论家王林说。学者方卫平评价：“任溶溶的翻译

作品语种多，数量大，持续时间长，他的儿童文学

翻译打通了东西方中外儿童文学交流的伟大桥

梁，也对中国儿童文学创作产生了深刻影响。”

任溶溶1923年5月出生在上海，1942年开

始从事文学翻译，后被授予“翻译文化终身成就

奖”。《木偶奇遇记》《假话国历险记》《长袜子皮

皮》《彼得 ·潘》等经典作品，经他译介后为中国小

读者所熟知。去年上海译文出版社推出20卷

《任溶溶译文集》，是任溶溶译著迄今最大规模汇

集出版，共收录他翻译的全球近40位作家80余

部作品。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今年出版的《任溶

溶文集》由任老修订，共计8卷约240万字。

“任老在翻译中一向以孩子们为本位，他的

译作通俗易懂且优美，完全从孩子角度出发，读

来朗朗上口。作品中出现文字游戏他也很少加

以注解，而是更多进行归化处理，这也是为青少

年的阅读习惯着想。”魏育青说。任溶溶关注孩

子的成长，将自己对儿童的热爱了解融入翻译

中，译文通俗易读，亲切幽默。凭借文质兼美的

翻译和创作，他恰如其分做到了“紧贴儿童的心”

“让娃娃们觉得快活”，把一个个妙趣横生的文学

人物带到中国孩子面前，打造五彩斑斓的世界。

“发白红心在，豪情似旧时，愿穷毕生力，学

写儿童诗。”半个多世纪前，任溶溶给自己写过

一首小诗，此后他用一生践行了这个诺言。“我

的一生就是个童话，我很庆幸自己活在有儿童

文学的时代里。为孩子们写东西是我一生最正

确的选择和最快活的事情。”

任溶溶正是凭着这颗童心，将生活中的故事

搬到笔下。“没头脑”和“不高兴”这两个经典形象

就来自生活——1956年1月，《少年文艺》的编辑

向任溶溶约稿，任溶溶来到南京西路的上海咖啡

馆，要来一杯咖啡，铺开稿纸，便开启了创作。

他曾这样回忆：“角色都从生活中来，自己

就是那个‘没头脑’，常常糊里糊涂的。不高兴

嘛，我的孩子有点倔脾气，叫他做什么，他就会

说：‘不高兴！不高兴！’有一次，在少年宫和小

朋友在一起的时候，这个故事竟然突然自己就

跑出来了。小朋友们特别喜欢，后来出版社也

听说了，他们就让我写下来，我在咖啡馆里半个

钟头不到就写出来了。”《没头脑和不高兴》一诞

生，就展示出与众不同的幽默感与灵动之气，即

使以今天的眼光来看也毫不过时。

“有人说，人生是绕了一个大圈，到了老年

又变得和孩子一样。我可不赞成‘返老还童’这

种说法，因为我跟小朋友从来没有离开过。”任

溶溶生前如是说。在他看来，人的一生总会碰

到各种各样机缘，这就像一个个童话。

作家、诗人高洪波感叹：“任溶溶向我们展示

了什么是真正的、不老的童话，他用自己的生理

年龄证明儿童文学工作者社会年龄和心理年龄，

乃至事业年龄拥有两个非凡的字——年轻。”

中国儿童文学泰斗任溶溶在沪辞世，创作并翻译了一批儿童文学经典

他一生致力于“让娃娃们快活”

白天说睡就睡，夜晚噩梦

连连，情绪激烈时突然瘫倒，

醒来时感觉身在梦里……这

些看似怪诞的行为很可能是

一种睡眠疾病，被称为发作

性睡病。

昨天是世界发作性睡病

日，一场由复旦大学附属华

山医院联合上海市慈善基金

会—蓝鲸罕见病专项基金及

发作性睡病患者组织等共同

举办的《罕见的梦》公益画展

在国家神经疾病医学中心、华

山医院虹桥院区门诊大厅开

幕。画展收录了30余幅画

作，均由患者投稿梦境、志愿

者报名成为画师携手创作，

每一幅都饱含医患、志愿者

及社会共同的祝愿，也让外

界近距离“看见”这一罕见病。

十年前，20岁出头的拉

萨小伙小刘本该是精力旺盛

的年纪，却经常感到疲惫不

堪，单位开会他睡觉、同事聊

天他睡觉，随时随地袭来的困

意完全不受控制。但到了晚

上，小刘却睡不好了，常被噩

梦惊醒。这种说睡就睡的尴

尬，严重影响到小刘的工作和

生活。十年来，他辗转求医

数十次，始终未见好转。直

到去年底，小刘在电视上看

到华山医院神经内科于欢副

教授的科普，觉得和自己的

症状很像。今年8月，经整夜

多导睡眠监测、多次睡眠潜

伏期测试等系列检查，小刘

确诊为“发作性睡病”。

于欢介绍，发作性睡病是

一种神经系统疾病，是全球公

认的罕见病。“这种病常发生

在青少年和年轻群体中，造成

学习困难、工作能力下降等，

甚至影响个人前途。但是，因为缺乏足够了解，患

者很容易被误解，一些医生对此也缺乏了解，像小

刘这样辗转数年甚至十数年才确诊的并不少。”

与普通人做梦不同，发作性睡病患者能清

晰记忆、描述自己的梦境。上海市慈善基金会

蓝鲸罕见病专项基金主任戴瑛说，许多人看了

画展后说这类患者是“天生艺术家”，其实发作

性睡病患者的梦境多是恐怖的，虽然这些作品

看起来色彩绚烂，但仔细看会发现，每个人的梦

境中都暗藏危机。

目前，在全国各大睡眠中心登记的发作性睡

病病例不足6000人，但实际患病人数可能远大于

这个数。“好在这个疾病已经有治疗方案，患者只

要定期接受治疗，就可以控制病情。”于欢由此谈

及此次的画展，希望借此让更多人认识这个病，

让发作性睡病患者得到及时、良好的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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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儿童文学泰斗任溶溶在沪辞世，他创作

并翻译了一批儿童文学经典。（出版方供图）

■本报记者 王筱丽

■本报记者 许旸

■本报记者 唐闻佳

经过精心修缮，沪上文化地标兰心大戏院即将向公众开放。 本报记者 叶辰亮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