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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话院士，小学生问出“大问题”
中科院院士褚君浩回到母校，寄语

学弟学妹“八字真言”

阅读 4 分，作文 4 分，写字 3 分，算

术 4 分，体育 4 分，自然 5 分……教师评

语：“上课能够积极回答问题， 但坐得不

够端正，有时还随便讲话。做功课能及时

完成，但字迹潦草。……在家能帮助家里

做事，如早上买菜，以后要发扬优点，改

掉缺点。 ”这是中国科学院院士，华东师

范大学教授褚君浩 1955—1956 学年度

在华东师范大学附属小学 6 年级的成绩

单。昨天，褚君浩带着这份成绩单回到自

己的母校，与 500 多名小学生面对面，并
回答了他们的科学问题。 他用自己的故

事鼓励小学生们，要“勤奋、好奇、渐进、
远志”，保持可贵的品质，走好人生之路。

身在小学校园， 褚君浩院士也回忆

起了自己的小学时光。 “我只看三个地

方———老师、黑板和书。”他说，因为学习

效率高，每天放学回家后，他都很快完成

家庭作业， 大把的时间用于课外阅读。
“从中国神话到哈萨克斯坦民间故事等，
我看了许多书。 这些书让我明白了一个

最简单的道理———要做一个善良、 勤劳

的好人。 ”
“其实，我最想送给小学生的有 8 个

字 。 ”褚君浩说 ：“勤奋 、好奇 、渐进 、远

志。 ”他解释说，任何人想要取得成功都

应该付出努力， 任何事情都要在慢慢努

力的基础上一点点的进步。 而且好奇心

对一个人的成长至关重要， 他提醒小朋

友们应该多问几个“为什么”。
地球的污染越来越严重， 有一天承

受不了毁灭了怎么办？ 能否人造星球把

地球上的垃圾都堆上去？ 为什么克隆技

术只能用于动物不能用于人？ 是否能用

太阳能作能源，让宇宙飞船飞出太阳系，
去探索外星人？ ……

这些都是小学生们给褚君浩提出

的“大问题”，引得院士连连称赞———“我

们的孩子们关注的都是与人类前途命运

密切相联的大问题！ 这些问题也是无数

科学家们正在研究的课题。 ”
褚君浩一一进行了解答。 针对学生

们提出环境保护等问题，他提及，虽然眼

下，确实有诸如空气污染、全球气温上升

等趋势存在，但另一面，科技也在不断进

步着，科学家们正在发挥智慧保护地球。
“在座的每一个小学生，也都应该从自身

做起，保护我们的地球。例如离开房间时

随手关灯，洗手后关好水龙头，对于地球

的呵护可以体现在一点一滴之处。 ”
褚君浩也说， 眼下， 利用太阳能能

源， 让宇宙飞船飞到太阳系之外还不太

可能，但这样的想象并非完全没有道理，
小朋友的问题引发了院士的“遐想”———
如果飞船上可以接受来自空间太阳能电

站送来的太阳能， 也就是说如果事先在

太空中建造一座发电站， 这座发电站收

集太阳能， 利用无线传输的方式传递给

飞船能量，或许可以实现。
这是褚君浩院士从华东师大附小毕

业后，首次回母校与“学弟学妹”们相聚。
褚君浩读小学时， 当年的华东师大

附小校长陈先墀老先生如今已经 96 岁

了，昨天他与褚君浩现场连线。看到自己

的学生取得今天的成就， 陈老先生感慨

万千。 他还特别亲笔写了一封信：“……
你的成长、成就，对我们教育者有很大的

启发。你保持了纯洁的童心，为大众的初

心……我们要教育儿童像你一样， 锻炼

身体，会玩，会动手动脑，在课内外努力

学习，像你一样广交朋友，热心科普，热

爱所从事的事业，天天向上。 ”
据介绍， 此前本市已经举办了九场

“小学生对话中国院士”活动，北斗星空

科技创新促进中心还将于 4、5 月份面向

中学生举行四场卫星导航科普活动，为

上海的中小学生提供更多的面向顶级科

学家的直面对话。

又有18家中医门诊部纳入医保定点
本报讯 （记者唐闻佳 通讯员王宝

龙） 今后， 市民刷医保卡可在更多老字

号中医门诊部享受中医诊疗服 务 。 昨

天， 经本市有关部门严格审核、 向社会

公示、 验收通过， 新增上海劲松中医门

诊部、 岳医华氏余天成门诊部、 雷允上

平顺中医门诊部 、 童涵春堂国 药 号 等

18 家纳入医保定点医疗机构。
昨天一早， 淮海路上的劲松中医门

诊部迎来首批持医保卡请老中医把脉问

诊的病家。 成立于 1990 年的劲松中医

门诊部， 是沪上老字号传统零售中药饮

片与中医坐堂门诊相结合的民办医疗机

构 ， 27 年 来 ， 力 求 创 新 ， 注 重 服 务 ，
近年来 ， 聘请李根芳 、 宋银屏 、 陆 鸿

元 、 江伟英等三级医院的名老中 医 坐

诊， 深受病家欢迎。
在上海， 有一批这样特色鲜明的中

医门诊部。 比如国东中医门诊部拥有多

名中医专家， 覆盖中医妇科、 儿科、 内

科、 推拿等学科， 该门诊部通过药疗、
理疗、 食疗 “三疗一体” 的调治手段，

力求打造 “名医、 名方、 名药、 名馆”。
岳医华氏门诊部及雷允上平顺中医门诊

部以中医儿科 、 儿科推拿 、 中 医 骨 伤

科 、 妇产科为特色 ， 选址居民社 区 周

边， 方便市民就近看病。
药房里的中医坐堂在中国已有千年

传统， 这边老中医望闻问切， 那边药房

工人抓药， 形成中医诊疗的独特模式。
上海中药行协会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
为了保留、 保护这种传统模式， 同时让

更多市民享受到实惠 ， 2012 年 ， 本市

就推出首批纳入定点医保的中 医 门 诊

部， 包含余天成、 雷允上、 童涵春等老

字号药房。 此番为第二批新增名单。 为

配合这项惠民工作， 行业协会已对纳入

医保定点的中医门诊部开展了 专 题 培

训， 明确要求各中医门诊部遵守医保管

理法规、 促进坐堂中医有序发展、 严格

中医诊疗管理要求与自律， 以进一步提

高本市坐堂中医诊疗服务水平， 促进坐

堂中医门诊部健康、 规范、 有序发展，
造福广大群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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胰腺疾病联合诊治中心在沪成立

长海医院与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医院携手

本报讯 (通讯员肖鑫 记者陈青)第
二军医大学附属长海医院与美国约翰·
霍普金斯医院携手共同建立 “长 海 医

院—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医院胰腺疾病

联合诊治中心” 已在长海医院正式揭牌

成立。记者昨天获悉，双方将在胰腺肿瘤

外科手术、 精准治疗及前瞻性临床研究

等方面开展深度国际合作。
该诊治中心的成立， 将让一些罹患

疑难胰腺疾病的患者， 无需出国即可享

受国内外顶尖专家的会诊。同时，该中心

为我国胰腺外科走向世界， 并与国际同

行融合发展，提供平台，促进和推动我国

胰腺外科的发展。
长海医院胰 腺 外 科 是 国 家 重 点 学

科、国家教育部“胰腺癌早期诊断与综合

治疗” 创新团队， 也是国内第一家完成

5000 例胰头癌根治性切除术的团队。 约

翰·霍普金斯医院是美国著名综合医院，
建于 1889 年， 位于马里兰州巴尔的摩，
曾连续 20 多年被评为全美最佳医院，其
胰腺外科中心一直被认为是世界胰腺外

科的先行者。
据长海医院胰腺外科主任金钢教授

介绍，胰腺外科领域手术切除率低、手术

死亡率高、手术并发症发生率高。但是该

科创造性地改进了传统胰十二指肠切除

手术技术路线，在国内率先实行“胰头癌

动脉先行+区域性淋巴结廓清” 手术方

式，极大地提升了手术效果。目前手术时

间平均为 2.5 小时， 术后严重并发症发

生率约 2% ，死亡率低于 1%，根治性手

术患者术后 5 年生存率超过 24%，总体

诊疗水平居国际先进行列。
针对患者疼痛剧烈、 切除率极低的

胰腺钩突肿瘤， 长海医院通过肠系膜根

部路径， 施行肠系膜上动脉全程游离的

扩大胰十二指肠切除术， 疼痛缓解率达

到 100%， 并显著提高了远期生存率，1
年、3 年生存率分别为 69.1%和 20.2%。 腹

腔镜技术、达芬奇机器人技术等胰腺微创

手术也逐渐使用，去年由该院牵头撰写了

国家卫计委《中国达芬奇机器人肝胆胰手

术操作指南》已在全国推广使用。

2017创新创业大赛聚焦“硬科技”
8971 个企业和团队报名，同比增加近千个

本报讯 （记者沈湫莎） 记者昨天从

2017 “创业在上海” 国际创新创业大赛

闵行赛区启动仪式上获悉 ， 今 年 共 有

8971 个企业和团队报名参赛， 报名总数

比去年增加近千个。 其中企业报名总数

为 7405 个， 团队报名总数为 1566 个。
据上海科技创业中心相关负责人介

绍， 本届大赛简化了流程， 分赛场由各

区政府部门承办， 企业和团队在分赛场

进行一次路演后， 即可得到投资人和专

家评委的打分， 将有机会获政府创新资

金的支持。 目前， 已有黄浦、 普陀、 闵

行、 奉贤、 松江等区开始创新创业大赛

的比拼。
得益于今年大赛凸显的 “硬科技”

主题， 闵行区、 普陀区、 浦东新区等汇

聚智能硬件、 航空航天、 生物医药等产

业优势的区县报名参赛人数比往年有了

提升。 闵行区科委主任李丽告诉记者，
今年有 700 多个企业和项目报名参赛，
赛事主办方在小微企业组中首 次 设 立

“技术网评” 环节， 请科技专家根据项

目材料完成技术打分， 因此项目的技术

是否够硬成为能否获胜的关键。

在“时代音画”中解码中国文化
上海大学“课程思政”探索渐入佳境，“大国方略”系列进入“四重奏”

这是一节昨晚在上海大学音乐学院

的音乐厅里开讲的“思政课”，没有走进

课堂，你真无法想象，如今的大学里，“思
政课”可以这样上———

《茉莉花》《多谢了》《木兰从军》《好
日子》……课程伊始，学生们看到的是一

份演唱会的曲目表。 视频带着学生们回

到 2006 年：中国歌唱家在美国肯尼迪中

心举办独唱音乐会。 “这四首开场曲目，
传递了怎样的文化含义？ ”曲终，老师话

音刚落， 学生就说出了其中掩藏的文化

密码：漫溢全场的“中国元素”！
于昨晚全新上线的上大通选课 “时

代音画”，对校内师生们来说，既新鲜又

熟悉。这门课，脱胎于上海最具人气的通

选课“大国方略”，通过音乐、美术等文化

作品，引导 90 后大学生读懂中国、感受

时代，形成家国情怀，这是上大探索全员

育人、在通识课程领域启动“课程思政”
教学转型的又一举措。

展示 “鹅卵石 ”，讲述 “大
河”的秘密

在 “西学东渐” 过程中， 中国音乐

如何革故鼎新？ 中华民族危亡之时， 艺

术家如何唤醒中国魂？ 步入新时代， 我

们如何奏响 “红旗颂”？ …… “时代音

画” 课程每节课的主题看似讲授音乐等

文艺作品， 实则鲜明地扣住了时代进程

中的中国主题。
昨晚第一讲， 在给学生介绍这门课

的教学目标时，上海大学社会学院教授、
“时代音画”课程策划人顾骏打了一个比

方： 这门课程上将作重点介绍的音乐作

品，都像是一块块美丽的鹅卵石。 “这门

课不但要向大家介绍美丽的’ 鹅卵石’，
更要同大家一起， 解析其中埋藏的 ‘大
河’秘密。 ”顾骏说。

很多流传下来的优秀文化作品，有的

承载着中国传统文化的基因，有的记录着

近现代史上中国从落后挨打走向民族复

兴的历程。“这门课程，我们不只是带着学

生听歌、看画，领略艺术作品的目的，更是

让他们感受到时代进程中的中国。 ”

为学生定制的“中国课”，
开一门火一门

随着昨天“时代音画”开讲，曾经备

受学生追捧的通选课“大国方略”，将步

入“四重奏时代”。 学生课表上，于 2014
年首推的“大国方略”课程、2015 年延伸

的“创新中国 ”课程 、2016 年的 “创业人

生”以及当下的“时代音画”，都将接受学

生用脚投票。
上海大学教务处副处长 、“大 国 方

略”系列课程策划人顾晓英告诉记者，在
上大，这组“大国方略”系列课程都是学

校探索“课程思政”的教学成果，是为 90
后大学生度身定做的“中国课”———每一

门都是“思政课”。目前，这组课程开一门

火一门。在学校，甚至已经催生出了追着

“大国方略”系列课程走的“选课族”，以

及选不上课程、只能来蹭课的“地毯族”。
据悉，“大国方略” 迄今已开课 7 学

期，每学期 180 人选课，在人文类课程的

学生评教中名列前茅。 “创新中国”推出

时还同步制作了慕课 ， 目前已 在 全 国

200 多所高校推广共享。 “创新中国”连

开 4 学期， 大类学生评教理工通选课中

排名第一，刚刚过去的寒假冬季学期，全
校通识课排名第 11。 第一季的“创业人

生”课程，在大类学生评教所有通识课内

排名第 3。

所有的优质教育资源，都
可以用于思政课教学

谈及“时代音画”的开课背景，顾骏

告诉记者， 教学团队在设计这门课程初

期，之所以灵光一现，想到可以调集校内

艺术教育的资源，在“课程思政”的探索

中引入音乐、绘画等作品，就是受到慕课

制作的启发。
“思政课要让学生入耳、入脑、入心，

必须要有画面感，要眼前更亮，耳边更动

听。”顾骏说，追溯艺术的历史，无论是东

方还是西方， 艺术最早都是用于对人的

教化。而今，大学要把立德树人作为中心

环节，把思政工作贯穿教育教学全过程，
实现全程育人、全方位育人的目标，教学

手段必须有所创新。
按照上大授课团队对“时代音画”课

程的设计，这门课虽然隶属于学校“艺术

修养与审美体验”通选课板块，但授课内

容和形式，都将与大学生的思政课“中国

近现代史”形成教学互补。
在上大 ，从 “大国方略 ”到 “时代音

画”， 一场全新的教学实践正在推进之

中： 让各类课程与思想政治理论课同向

同行，形成协同效应，通过教育引导，增

强学生的文化认同和文化自信。

■本报首席记者 樊丽萍

百年前医患关系模式的现代启示
上海最早西医院仁济医院举行首届院史论坛

近日，上海仁济医院迎来一群历史

学者，他们携带伦敦会年报、报表、微缩

胶片、书信、同时期中英文报刊等大量史

料，走上仁济医院首届院史论坛的讲台。
成立于 1844 年的仁济医院为何最

初选址小东门，这与周边的“大夫坊”“药
局路” 有何关联？ 这家医院是如何对付

“医闹”的？ 《海上花列传》《申报》《点石斋

画报》等又为何频频记载这家医院？
这些问题的提出者正是这些学者，

其中不乏内华达大学历史系副教授夏

互辉、本特利大学历史系教授吴章等洋

学者。
一家医院的历史为何引发史学家

如此浓厚的兴趣？
与会专家说， 仁济虽为教会创办，

但在此后很长一段时间都由中国人打

理，服务于中国人，这座医院属于上海

这座城市，由它创导的诸多新式医患关

系今日看来具有很强的启示意义。

风云上海滩， 处理 “医
闹”有一套

1844 年， 伦敦会医学传教士雒颉

在上海创建仁济医馆。 这是上海第一

家、中国第二家西医院。 中国第一家西

医院在广州。
即便如此，台湾云林科技大学汉学

资料整理研究所教授、台湾清华大学历

史研究所兼职教授苏精依然把仁济当

作自己医学史研究的起点。 “随着开放

的进程，当时中国社会的经济、文化中

心已然北移上海， 中西文化交融碰撞，
研究在这座城市孕育的第一家西医院，
就显得意味深长。 ”

作为上海第一家西医院，仁济成了

上海市民接触西医的起点，引发趣闻不

少。比如 1864 年，医院收到病家顾曰智

赠匾，匾上题到“功高卢扁”，题记大意

是英国医生韩雅各把他的病治好了，但
“存心济世，坚不受谢”，他就以匾致谢，
赞美韩雅各的医术比战国时住在卢国

的扁鹊还要高超。
中国人给医生送匾、 送锦旗很正

常。 尤其是匾额，病家往往选用昂贵材

料，并请名人篆刻，无形中赋匾以收藏

价值。但外国医生并不理解。“要知道外

国医生墙上只挂两样东西：医师执照和

毕业证书。 ”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高晞

在论坛上笑言，韩雅各最初没搞清楚匾

上的意思，还将“卢扁”视为中国古代姓

卢的和姓扁的两位名医。
很快， 仁济在社会的融入度变高。

高晞翻阅同时代 《点石斋画报》《申报》
等发现，当年无论事件大小，包括马车

撞人、妓女纠纷、火灾，甚至国际纠纷，
凡涉及伤者，一律送仁济医馆。

1876 年，杭州人葛元煦所写《沪游

杂记》， 类似今日风靡全球的 “旅游指

南”， 也提到仁济医馆，“断肢能续小神

通，三指回春恐未工”。它还被作家写入

小说，19 世纪上海的“畅销小说”《海上

花列传》就多次提到仁济医馆。
这个在当年 被 称 为 “活 人 无 算 ”

的高水平医院， 处理 “医闹” 也有一

套。 高晞发现， 当时仁济几乎每天都

接受不少伤员， 难免有死亡病例， 这

对医院来说风险很大。 作为当时会审

公廨 （类似公安系统） 指定验伤医院，
面对吵闹家属或无人认领的尸体， 仁

济医院一律通报会审公廨或巡 捕 房 ，
由法律解决。

“它以专业技术在社会与市民中建

立公正的医家形象，并从一开始就由会

审公廨保障其免受病家的无理取闹，使
医院和病家均置于法律框架下，现在看

来依然十分先进。 ”高晞说。

走向社会， 让医疗跳出
医院的狭隘围墙

高晞在翻阅史料中还发现一个有

趣细节： 会审公廨在处理犯罪事件时，
需要仁济医馆协助，反过来也会考虑以

社会资源回报医院。 比如，在处理私贩

时，将罚款一半拨给仁济医馆；有人驾

马车伤人，伤者被送到仁济，马车主被

判罚款 30 元，其中 20 元归仁济。
也就是说，这家医院在承担社会责

任时，也获得回报。
在与社会互动中，仁济医馆迈开的

步子不止这些。上海交通大学海外教育

学院讲座教授方益昉称，仁济医院最初

选址小东门，是因为此地人口密集。“仁
济医道的一大启示就是贴近老百姓，重
视多发病。 ”方益昉说，小东门附近的

“药局路”“大夫坊”等地名，与仁济医馆

当年的影响不无关联。
早在上海开埠初期，仁济就创我国

公共卫生之先河，成为全国最早推广牛

痘接种和戒毒治疗的医疗机构，为我国

最终消灭天花和戒除鸦片作出了卓越

贡献。面向社会免费施种牛痘，在 19 世

纪的中国，除了教会医院，担当这份社

会道义的往往是西式医院中的中国医

生和中国的地方绅士。
值得注意的是，这家医院参与社会

公共卫生工作的方式很特别： 主动登

报。 1891 年，这家医院再次在《申报》发
公告，劝请市民来医院治疗霍乱。 从最

初的分文不取，到 1891 年恳求奉劝，表
明“如有患此症者，无论深夜速将病人

送馆，无不竭尽心力”，还希望“阅报诸

君，互相传播为辛辛”。
在高晞看来，仁济由种牛痘、禁烟

宣传到霍乱广告，无一不是动用社会力

量使医学信息越出医院封闭的空间，由
医生走向病人、走向公众，构建了一种

新型近代的医患关系。

“大张旗鼓 ”募捐 ，最特
别的医患互动

在此次论坛上引起学者关注的还

有这家医院的募捐方式。
1872 年 10 月，仁济医馆在《申报》

付资刊登一条很长的申谢广告，向市民

诠释什么是善举，其中说道“且世间善

事颇多，行善之人亦复不少，惟人之行

善其居心各有不同，有以行善而看炫财

富者，亦有行善而图博美名者，且有行

善而心存望报者，是皆行善而求人知之

者也。 至行善不求人知，则既非卖富又

不图名且不望报，其居心实超他人万倍

上矣。 ”
这条广告除了宣传仁济医馆正募

捐造新院， 行善不能求名求利求回报，
更重要的是， 广告还点名感谢捐款者，
告诉大家凡捐款给仁济医馆可获名利，
仁济不会让无名者默默无闻的。

在《申报》反复刊登类似申谢广告，
是仁济长期的做法。 在学者看来，如此

高调做法，是在主动向社会传递新型慈

善观，强调“行善贵人”。
行善念在这家医院内部也有很多

创新。比如，设立免费病床基金。苏精在

史料中发现，1918 年，该院院长笪达文

发起设立免费病床基金，以嘉惠穷苦病

人， 办法是捐款人每捐 1500 元作为永

久基金，其利息足以支持一张病床全年

的费用，医院则在入口大厅和床头挂上

捐款者或纪念者的姓名作为纪念。
就这样，基金设立两年后，病床基

金就累积到足以支持 18 张病床， 同年

仁济收治了 609 个免费住院病人，多为

生病或受伤住院的黄包车夫。
重现这些仁济医院昔日的治病场

景，探讨一家医院与城市的互动，吸引

学者的浓厚兴趣。 高晞说，19 世纪上海

出现的仁济医院的 “医院—社会—病

人”医患关系模式，如果加以改良优化，
在当下依然有启示意义。

■本报首席记者 唐闻佳

课堂上， 上大音乐学院教师王思思与同学合作， 演绎名曲 《茉莉花》， 从民

歌流传的角度探讨家国意识、 民族认同。 本报记者 叶辰亮摄

仁济医院在 《申报》 上刊登的募捐广告。

19 世纪上海流行小说 《海上花列传》 多处提到仁济医馆， 该小说后被拍成电影 《海上花》。 均尔谊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