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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晴到多云 温度:最低-1℃ 最高9℃ 偏西风转偏南风3-4级
明天晴转多云 温度:最低2℃ 最高13℃ 南到东南风3-4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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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稳字当头、稳中求进
——论学习贯彻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

明年我国经济有望总体回升形成独立向上运行轨迹
中央财办有关负责同志就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

和当前经济热点问题作深入解读
 刊第四版

 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刊第三版

2023年度报刊收订已近尾声，本市持有2023年《文
汇报》集订分送单的读者，请在今年12月29日之前尽快办
理整订手续，以免延误明年报纸的按时投送。《文汇报》全年
订价360元，月度订价30元，全国各地邮局均可办理订阅
手续。欢迎新老读者订阅《文汇报》，订阅热线 021-

62470350，或拨打邮政客服热线11185办理预约上门订
阅，读者也可通过“上海邮政掌上营业厅”微信公众号，刮开
文汇报订阅专用单存根联密码区后，在线办理订阅手续。

文汇报社

敬 告 读 者

在陆家嘴金融城的中国人寿金融

中心，一楼大堂设置的党群工作站最

近增添了一项全新的服务功能——社

区医生定期坐诊，楼宇里的白领如

果有就医需要，可以趁着午休间隙

下楼问诊，直接刷医保卡就能完成

线上购药。

“楼宇的党群站点就是要成为党

建引领下红色学习的‘先锋窗口’、白

领身边的‘温馨家园’、解决问题的‘服

务平台’和楼宇营商的‘资源中心’。”

上海自贸区陆家嘴管理局副局长、陆

家嘴金融贸易区综合党委书记袁冶锋

告诉记者，针对楼宇白领们的实际需

求，把健康就医服务“植入”党群工作

站正是金融城“楼长服务计划”中的一

个实事项目。

最近一段时间以来，为了让党的

二十大精神更有效触达“两新”群体，

陆家嘴金融城创新推出了2.0版的“七

个一”学习做法。除了落地一批“楼长

服务计划”之外，组建一支“楼宇领学

团”、培育一批“楼宇大课堂”、设置一

堂“党史精品课”、打造一条“初心之

旅”、推出一批“楼事汇”联建项目、开

展一次“学习大体检”也在紧锣密鼓实

施中，努力推动党的二十大精神在楼

宇间“落地生花”。

党建搭平台，楼事会
响应楼宇需求

工作日中午时分，白领王婷婷拿

着自己的体检报告来到中国人寿金融

中心一楼的党群工作站，“体检报告上

有些箭头我看不明白，楼里就能找到

专业的全科医生咨询，非常方便，也让

人更安心。”

在陆家嘴金融贸易区综合党委、

总工会指导下，中国人寿金融中心把

原本的一楼大堂改造扩容成了双层

的党群工作站，使用面积达到500平

方米。为满足楼宇里白领的不同需

求、打通办公生活边界，党群工作站

导入世纪朵云集团运营资源，打造

“党群+营商+体验”融合服务阵地。

一层的共享阅读区里，摆放了大量艺

术、经管、文学、少儿等类别书目，供

白领们借阅，同层还引入了健康轻食

和便利店两种业态。二楼则是会议

室、办公区、活动室等空间，未来将提

供党员教育、政策咨询、便利生活等

服务。

从上周开始，每周两天会有专

业医生在这个党群工作站里为楼宇

白领现场问诊，并且实现电子医保

线上购药、线下配送直达楼宇的一

条龙服务。

放眼整个金融城，通过在楼宇党建“布点”、行业党建“连

线”、商圈党建“成圆”、区域化党建“划片”，党群服务已经在285

幢商务楼宇实现了全覆盖，党建阵地也形成了“党群服务中心—

片区分中心—党群工作站”三级组织体系。

为了进一步下沉服务，让分布在不同楼宇中的党员们能时

刻感到党组织就在身边，提升党组织在楼宇中的号召力、凝聚力

和战斗力，陆家嘴金融贸易区综合党委又在67幢重点楼宇建立

起“楼事会”这个楼宇的共建共治共享平台，“希望能有更多的健

康服务”就是借助楼事会收集到的一个高频需求。
▼ 下转第五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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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唐玮婕

感染新冠后如何科学用药？什么情况下
才须去医院就医？家庭备药多少为宜？呼吸
科医生针对市民关切的热点问题“划重点”

今日导读

四问老年人疫苗接种

出现呼吸道症状别慌
对症服药就有效果

 均刊第五版

气温骤降，徐汇区徐家汇街道“特需服务

队”队员方淑玲时不时往高龄和独居老人家里

拨个电话，“看看老人状态，叮嘱防寒保暖，

看看有啥能帮忙照应搭把手的”。

针对社区居民的实际需求，上海基层社

区正抓紧摸清底数，推动建立社区与专门医

疗机构对接机制，并动员多方力量协同参

与，尽可能为特殊人群提供配药就医便利。

与“特需服务队”同事们一样，70后

“特需员”方淑玲一个人对接近20名老人，

嘘寒问暖，还代为配药。徐家汇街道老龄办

负责人金卫国介绍，辖区内常住老年人口达

2.6万，占比约30%，其中80岁以上高龄老

人约5000人。“特需服务队”最初服务对象

是高龄独居老人，后来服务范围有所拓展。

关键时刻，这支11人组成的队伍共计服务

200名社区老人。

对于自己结对的老人，每天吃几种药、

分别是什么药，方淑玲心里有一本账。有时

老人自己记不清，她便主动提醒：您的血压

药快见底啦，这次一起配了吧。“85岁的吴

阿婆基础疾病多，海捷亚、阿司匹林、尼

莫地平片，这是针对高血压的；葛兰心胶

囊、银杏叶片、血塞通胶囊是针对心脏疾

病的；格列美脲片是针对糖尿病的……我

父母也差不多这个年纪，服务好社区老

人，我也安心。”

闵行区多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这些天通过

微信公众号公布了服务电话及居委会对应的家

庭医生。对口负责莘庄镇新梅广场小区的家庭

医生顾昊介绍，莘庄镇53个居委会早就开展家

庭医生属地化管理，为居民提供基本医疗服

务，包括慢性病管理和重点人群管理；社区没

有的药，家庭医生会把市、区二级医院的药延

伸到社区，为居民开具延伸处方。

“新梅广场小区有5000多名居民，我本

人已经签约了2000名居民，除了接听咨询电

话，还要上门给建立家庭病床的残疾人出诊

送药，一般每周上门一次。”顾昊说，特殊

人群是眼下重点关注人群，主要是65岁以上

患有慢性病的老人以及残疾人、孕产妇，对

这部分特殊人群需要进行重点管理。

顾昊坦言，最近这段时间居民的电话咨

询量比较多，有居民关心感染后怎么办，有

症状的人咨询用药指导。为此，市卫生健康

委近日专门组织了全市家庭医生的线上培

训，团队长参加培训后，再把相关培训内容

和文件下发到每一名家庭医生。

在宝山区宝虹家园小区，七个“微网

格”按照“1+1+3”模式更好服务居民需

求，居委会干部、专职网格员、结对共治单

位、第三方社会组织、公安、城管、社区医

生等组成专业治理队伍，各楼道的志愿者共

同为居民服务，楼组居民互帮互助，共享各

类物资和药品。

在杨浦区长白新村社区，根据2191名

独居老人的实际需求，街道将老人分为绿、

蓝、黄三色进行分类管理和服务。“绿色常

联系”：由关爱员按片区管理，通过电话、

微信等方式保持密切联系；“蓝色需关注”：

提供代送菜、代买生活物品、代配药等人性

化服务；“黄色是重点”：有抑郁、焦虑等倾

向，需与老人及其子女亲属加强联系，为老

人提供心理支持、慢病指导等。

上海基层社区动员多方力量协同参与，加快建立社区与医疗机构对接机制

想方设法为高龄老人提供配药就医便利

徐家汇街道“特需服务队”为高龄和独居老人送药上门。 （均受访者供图） 制图：李洁

■本报记者 祝越 王宛艺

宝山区宝虹家园社区党支部组建“邻里群”，由社区医生提供
专业指导，帮助“一老一小”等特殊人群解决用药之急

“共享药盒”给社区群众吃下定心丸

 刊第五版

巴掌大的豆本上，60岁的爷叔俞建华用

质朴的线条画下《华院小区物业的回忆》，从

近40年前小区入口处一排排矮房，画到如今

新建的小木屋、花园绿地，再深情地写上“未

完待续”。

这是河边居所 · 粟上海华阳路街道艺

术项目之“华院夜校”新近开启的第一节

课，以艺术家为引子激发社区居民创作。

在华院小区生活了大半辈子的居民们，带

着对华院小区过去的回忆，在插画师阿咸

的指导下以老照片为出发点，将心中的过

往故事落在纸上，完成一本本满载回忆与

对未来美好生活期待的小豆本。这一艺术

项目是刘海粟美术馆“粟上海 · 公共艺术与

社区营造计划”的新成员，由点及面渗入生

机勃勃的华阳路街道。

近年来，“艺术社区”正作为重要的艺术

实践概念在申城各地生根发芽。新近于中华

艺术宫启幕的“2022风自海上——蝶变宝武

与艺术社区场域”，集结近年24个艺术进入

社区的相关案例，其中大多数发生地正是上

海。高校、美术馆、社区志愿者与社区相互联

动，从城市到乡村，一个个各具特色的艺术社

区，给社区带来美感，同时实现对社区的微更

新，这种更新既是功能上的，也是获得感层面

上的。

美术馆、高校与社会志愿
者成为构建艺术社区的三股
强劲力量

随着新美术馆学发展，艺术机构不再局

限于美术馆的白盒子空间，而是积极参与到

社区实践中。与此同时，高校与社会志愿者

的力量也踊跃加入。上海美术学院副教授马

琳告诉记者：“这样三股力量共同助推着艺术

社区生态在申城的蓬勃，为新时代的社会美

育服务。”

响应市文旅局“社会大美育计划”的部

署，申城越来越多的美术馆在踊跃“破墙”，以

社区为支点形成一个个美育能量场。例如，

“粟上海”由刘海粟美术馆发起，将艺术植入

城市的街巷里弄，通过空间改造、艺术创意、

社区互动有机融合，提升社区品质，构建美好

生活，至今落成位于愚园路、江川路、顺昌路

等地的近10个点位。多伦现代美术馆以“行

走多伦”为名，将街区考察与导览、朗读、讲

座、工作坊等形式叠加，带领观众从不同角度

来认识多伦路周边社区的历史、文化。借由

“客堂间”项目，外滩美术馆搭建起一个文化

交流的平台，通过系列研究及艺术项目策划，

关注外滩区域内社会与个人经验的变迁。

上海的众多高校则纷纷发挥专业优势，

在鲜活的艺术社区实践中探索跨学科人才培

养。前不久，上海大学上海美术学院携手人

民公园，办起“园艺新风——人民公园艺术社

区展”暨“园艺大讲堂”。在熟悉的人民公园

里，邂逅美院学生与社区居民互动、共创的装

置作品《云灯之树》，有市民鼓掌叫好“艺术为

公园注入了新的活力”。今年年初登陆天山

商业街区一条300米长地下商业通道内的

“擦肩”隧道艺术节，由东华大学服装与艺术

设计学院带来。 ▼ 下转第四版

近年来，“艺术社区”作为重要的艺术实践概念在申城生根发芽

艺术赋予社区的蝶变最终指向暖心获得感

以艺术深化居民的地
域认同，让社区更温暖也更
有活力

■本报记者 范昕

转版导读

■ 夜幕下的卢赛尔体育场被金色的烟花点亮。莱昂内
尔 ·梅西轻轻吻了金色的大力神杯。大力神杯终于属于他
了。这是万众期待的登基时刻。过去20余年，35岁的阿根
廷人背负着整个国家的期许艰难前行，终于在此刻，梅西的
名字载入足球史册，成为无可争议的新一代球王

■ 这又是最特殊的告别时刻。创下新纪录的第26场
世界杯比赛，也是梅西的世界杯谢幕战。实现梦想，卸下重
担，他离开时没有任何遗憾。这位过去十多年不断刷新足
坛纪录的阿根廷人，早已开创了属于自己的时代。填补唯
一空白的世界杯冠军，是梅西时代的完美句号，亦是最应景
的惊叹号

阿根廷队第三次赢得世界杯

球王，梅西！

 刊第六版

左图：12月18日，阿根廷队球员在颁奖仪式上庆祝。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