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上海市五官科医院宝庆路分部大厅内， 前来等候电脑验光的患者排起长队。 本报记者 叶辰亮摄

“雪龙”将首航北极西北航道
中国第八次北极科考计划实现首次环北冰洋

考察，开展海洋酸化、微塑料等业务化调查

本报讯 （记者沈湫莎）明天，中国第

八次北极科学考察队将乘坐“雪龙”号科

学考察船从上海极地考察国内基地码头

起航，前往北极执行科学考察任务。为期

83 天的考察期间，“雪龙”号将首次试航

北极西北航道， 实现我国首次环北冰洋

考察，总计考察航程 1.9 万余海里。
北极有西北、东北、中央三条航道：

西北航道东起美国和加拿大东海岸；东

北航道西起西欧和北欧港口， 途经俄罗

斯；中央航道穿越北极点附近。 2012 年

“雪龙”号首次试航东北航道，积累了大

量航行数据和驾驶经验。 中国极地研究

中心研究员、 中国第八次北极考察科学

考察队副领队何剑峰用瞬息万变来形容

试航东北航道的感受 ：“一会儿晴空万

里，一会儿又大雾弥漫。 ”
中国极地研究中心“雪龙”船船长沈

权表示， 此次北极科考将从东北航道开

始，从西北航道返回。 和东北航道相比，
西北航道的海冰覆盖率更高， 通航期限

更短。 不过，西北航道意义重大，这是大

西洋和太平洋之间最短的航道， 也是最

险峻的航线之一，“雪龙” 号选择北半球

最炎热的 8 月通过这里， 正是要最大限

度减少遇到海冰的几率。
西北航道和东北航道组成了我国首

次环北冰洋考察， 有助于科考队员们了

解北极和北极海域的全貌。 队员们将以

“雪龙”号为平台，在白令海、楚科奇海、
北欧海、 西北航道和北极高纬度海区等

重点海域开展海洋环境、海洋酸化、海洋

生物多样性、海洋微塑料等业务化调查。
中国极地研 究 中 心 副 主 任 徐 韧 表

示， 海洋酸化已成继全球变暖和海洋污

染后第三大环境问题， 近来大规模的珊

瑚礁白化就是由海洋酸化引起的。 尽管

与近海海域相比， 北冰洋的酸化数据还

很低，但科学家相信随着全球气候变暖，
这一数值会继续升高。因此在此之前，了
解北冰洋原本海洋参数就显得很必要。

与海洋酸化一样， 微塑料也是当前

海洋生态学中的前沿课题。 我国一直坚

持对近海海域的微塑料进行监测， 此次

北极科考是首次将微塑料监测范围扩大

到北极及北极海域。徐韧表示，未来这一

监测会成为常态， 监测数据将为海洋科

学研究提供数据支撑。

“透过一件白大褂 ，我们
感受到肩上的责任和使命”

大中学生在医学职业体验夏令营中获得职业情感

接过象征责任与使命的白大褂，当

15 位学生披上白大褂的那刻起， 历时 5
天的暑期学生医学职业体验夏令营活动

正式启动。 本次夏令营活动由复旦大学

附属肿瘤医院主办， 受到立志于报考医

学院的中学生及在读医科大学生追捧。

活动新添“职业体验”元素

“与过往‘走马观灯’式的参观活动

不同， 本次夏令营活动在内容设计上更

多强调参与性和互动性， 让学生在和医

师、科研工作者近距离接触中，深入了解

医生平日的医疗和科研工作，体验医师的

辛劳与职业的崇高感。”项目策划者、复旦

大学附属肿瘤医院党委副书记顾文英说。
在开营仪式上，有一个名为“授服”

的仪式。 学生们从社工部老师手中接过

崭新的白大褂。 当他们穿上白大褂的那

一刻，彼此相互对视一下。 “透过一件白

大褂， 我们能够感受到肩上的那份责任

和使命。 ”在学生郭千千看来，一个小小

的仪式， 让她这位立志于报考医学院的

中学生有了职业情感的满足感。

两代医者共话医路情怀

夏令营中， 该院胰腺外科终身教授

倪泉兴和“网红”青年医师鹿语分享了两

代医者对学医从医的心路历程。“不忘初

心，敬畏生命”是两代医者共同的感悟。
当被问及未来想做医生的缘由，李

玥滢同学率先发言：“小时候一生病来到

医院，闻到的是消毒水味，感受到的却是

医生给予病患的那份温暖， 所以很小就

立志要做医生。 ”倪泉兴教授鼓励她：“现

在必须努力学习，并做好未来学业和思想

上的双重准备。 选准了目标，就不要轻易

说放弃。”倪泉兴教授强调，学医道路虽然

很长很辛苦，坚持有时是很可贵的品质。
《平凡之路》歌曲的改编者、“网红”

医师鹿语的学医之路让学生颇 有 亲 切

感。 “有过迷茫、想过放弃、再度坚持、一
生追求， 鹿语医师坎坷学医之路的心理

起伏，让我们看到了医学生的艰辛，同样

也从他的故事中感受到救治患者所带来

的那份成就感。 ”郭千千觉得这位“邻家

大哥哥”的故事真实而又贴切，更加坚定

了她的从医梦想。

学生为医疗服务“加温”
“人在患病期间，会想到自己许多未

了的心愿。给大病重病患者送去关爱，是
志愿者给医疗‘加温’的过程。”陆磊同学

的见解让人动容。
夏令营第二天， 学生一行在医院专

业社工的带领下，来到 11 楼大肠外科病

区。 他们根据活动安排，分成三组，来到

患者床榻边，俯身凑到患者身边，递上心

型的许愿卡片。患者在学生们引导下，写
下对生活和未来的祝愿和期许。 在和学

生一起完成心愿卡片填写后， 患者在同

学们的搀扶下， 来到护士台旁边的心愿

墙边，将自己的心愿卡片贴在心愿墙上，
边贴边默默念叨：“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医疗工作不仅局限于把患者病治

好，更要疗心。”顾文英表示，学生们体会

到医疗之外的人文关怀和心灵照护。 做

医生不仅要有高超的医术， 还要及时关

注、干预大病重病患者的心理波动。
据悉， 学生们将在明后两天的夏令

营活动中， 为临终患者策划别样的关爱

行动，将美好祝愿润泽每位患者心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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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样才是暑期正确“打开方式”
不少家长眼中，暑假是比拼赶超的关键；专家眼中，这种假期有些可悲

暑假刚刚开始， 今秋将踏入初一年

级的学生念念（化名）的小书包就已经被

各类卷子塞满。 “在暑假结束之前，我要

把这些卷子都做完 ， 开学老师 要 检 查

的。 ”她说。 当然，除了各类考卷，念念的

暑假还有许多补习班要上，语文、英语、
奥数都不能落下。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 孩子们的暑

假成了比拼赶超的关键时期， 也不再承

载孩子们游戏、玩闹的童年记忆。专家眼

中，这种假期有些可悲，他们呼吁，应该

安排孩子开展旅行、 实践等与传统课堂

不同的学习内容，把快乐暑期还给孩子。

“不怕同学是学霸 ，就怕
学霸过暑假”

“每天抄写一篇作文范文， 在暑期

里要学会并且能够默写全部三年级的生

字。 老师还特强调， 8 月请不要出游 ，
学会制定学习计划……” 中心城区一所

民办小学二年级学生亮亮 （化名） 似乎

并没有感受到暑假的到来 。 亮 亮 妈 妈

说： “看到暑假里孩子还在努力练字、
预习， 我只能默默告诉自己： 付出总会

有收获的。”
孩子们的暑假被卷子和作业填满，

已经不是新鲜事。 一所民办小学暑假作

业单也显示， 语文作业包含： 要巩固词

语 ， 认真练字 ， 开学后要进行 词 语 竞

赛； 至少阅读八本书， 边读边做好阅读

笔记， 阅读时， 准备阅读分享所需的稿

件和 PPT； 撰写八篇趣味习作， 其中读

后感、 游记、 两分钟预备铃演讲稿都是

必选内容， 绘本日记、 手工小书、 小诗

仿写与创作是自选项目……
上海某民办初中的暑假作业单有整

整三页 A4 纸。 比如数学作业要求学生

们完成 15 份数学练习题， 并要求学生

们按照已经下发的答案自我批改， 错题

要用红笔全部订正 ； 完成四套 数 独 题

目 ； 开学之前要复习所有的错题 ； 最

后， 还要完成八套奥数卷。
要知道， 学校的暑期作业只不过是

“冰山一角”， 大量的学科补课班以及补

课班的作业也挤占了孩子们的暑假。
“不怕同学是学霸， 就怕学霸过暑

假！” 网络上， 家长和教师因为暑期作

业多的问题产生过不少的争论。 记者调

查发现， 在很多家长眼里， 暑假早已不

再是孩子的休闲调整期， 而是比拼赶超

的关键时刻。

暑假作业增量反映家长焦虑

怎样才是暑期的正确“打开方式”？
提及童年，年过八旬的同济大学建筑与

城市规划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阮仪三

满心怀念：“我的家乡在苏州，门前的小

河上，每天都有一艘艘载着碧绿西瓜的

小船游过。 船头站着摆船的姑娘，船尾

站着赤膊的小伙儿。 姑娘一边摇橹，一

边还会唱着曼妙的歌曲，那声音好听极

了……”说到动情处 ，阮仪三还 唱 起 了

当年听到的小调。
普陀区桃浦中心小学党支部书记裘

露园是一位 60 后，她的童年则有许多伙

伴的陪伴。她回忆说，暑假里，每天上午，
她都和自己的两个姐姐以及邻居的小伙

伴们一起， 端着小板凳围坐在家门口写

作业。 “那时候的作业只有一本 《暑假作

业》，顶多额外再做一点抄写和计算。 ”她
说，到了中午，孩子们一起吃饭、一起午

睡，下午则一起游泳，暑假成了最为快乐

的时光。
网络上，不少 80 后家长也纷纷回忆

起自己的暑假，“小时候， 暑假作业都是

临到开学前几天临时补上， 暑假都是先

放飞自我， 有多少人会在暑假认真去写

作业呢？ ”
裘露园已在基础教育岗位上坚守了

28 年，教学过程中，她看到了孩子们的

暑期正在渐渐“变味”。 她说，时代在发

展，技术也不断进步，而家长们对于孩子

的期待值越来越高， 布置这么多的暑假

作业， 一定程度上也反映出家长望子成

龙、望女成凤的焦虑感。

能成才的都是小时候会
玩的孩子

“暑假让孩子们去补课、 写大量作

业是一件特别可悲的事情！” 阮仪三感

慨道， “把小孩子的心全部捆在作业和

补课班中， 培养出的是呆板、 不懂变通

的人。” 以他多年在大学中执教的经验

来看， 能力较强的年轻人都有个共同的

特点———会玩， 这种能力的培养则要追

溯到儿时。
在裘露园看来， 暑期是学生学习过

程的一个阶段，不能被卷子填满，但也不

应该完全放弃学习，其中大有讲究。她认

为， 暑假学习应该与学校课堂学习互为

补充， 外出旅行和参与各类社会实践都

是不错的方式。比如，让孩子们跟随居委

会干部去体验邻里之间的奇闻轶事，感

受市井生活；还可以进行体育锻炼，参加

文化体验活动， 提升孩子们的身体素质

和文化修养。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航空运输学院院

长何法江今年面向中小学生发布的作业

题目为 《设计制作一个能飞得更远的纸

飞机》，他的用心是为孩子们创设一个宽

松的教育氛围，让孩子们自己去探索、发
现生活中的规律和知识。 “更重要的是，
在这种边玩边学的过程中， 认识到自己

的兴趣所在。 ”他说。
阮仪三则建议， 家长应该利用暑假

时间带孩子们去寻根，体验传统文化。今
年，阮仪三作为“导师”，他给中小学生的

作业是《和家人聊一聊乡愁》。他认为，每
个人都有值得怀念的儿时经历， 等到年

纪稍大， 乡愁在心间就汇成了五味杂陈

的记忆，“回顾过去， 也是让孩子们懂得

珍惜眼下。 ”

■本报记者 张鹏

希望孩子的近视度数“慢点走”
酷暑天探访复旦大学附属眼耳鼻喉科医院火爆的视光学门诊

面对极端天气，复旦大学附属眼耳

鼻喉科医院（上海市五官科医院）视光

学科医生们的感受其实并没有常人那

么强烈。 因为，“暑期+就业季”注定让

他们要面对一年一度的就诊高峰期。对
他们而言，“战高温” 的方式亦个性鲜

明———经常是每天近 10 小时坚守在诊

室，仔细察看患者眼底，耐心地解答家

长们的各种疑问……

提早半小时开诊，中午不停诊

作为卫生部近视眼重点实验室，位
于宝庆路上的复旦大学附属眼耳鼻喉

科医院分部屈光门诊名声在外。记者还

未到医院门口， 便看到排队挂号的长

龙。 维持秩序的医院保安说：每天凌晨

4 点多就有人来排队了，外地病人也不

少。在医院分部门口醒目位置贴着一张

写有“挂不上专家号可直接到护士台申

请加号”的温馨提示，也印证着暑假近

视门诊的火爆“行情”。
上周四上午是该院眼科视光学科

副主任瞿小妹主任医师的门诊时间。有
着 27 年丰富临床经验的她，擅长斜视、
弱视、 近视眼等各种小儿眼病的诊治，
受到众多患儿家长的追捧。她查询了一

下门诊预约情况 ，50 个预约人次早已

满员。考虑到当天还会有一些病人加号

就诊，她于是早早地出门了。
7 时 15 分，瞿医生便提前开诊。 在

一旁帮忙录入处方单的志愿者告诉记

者，每逢寒暑假，科里就有一条不成文

的规定：提前半小时出诊，且中午不停

诊，尽可能减少患者候诊时间。

小儿斜视不能忽视 ，手
术不仅仅是为了美观

“就诊人数多与近视患病率居高不

下相关。 ”瞿小妹介绍，人们 80%以上

的外界信息是通过视觉获得的。 近视眼

又是眼科屈光不正中最常见的病症，统
计显示， 我国人群近视眼发生率约为

33%，据此估算，我国近视眼患者约 4 亿

人。 在科学技术不断超越人类自我的今

天，近视眼病因仍是眼科未解难题之一。
“对弱视、斜视、近视等的治疗是伴

随一生的，它需要根据不同年龄段制定

不同的治疗方案。 总的来说，是希望近

视度数‘慢点走’，同时尽可能避免眼底

病变等并发症。而定期医学验光配镜是

很重要的一步。”瞿小妹强调，就像大多

数人习惯使用右手一样，双眼的使用也

不是均衡的。 所谓医学验光，它不仅要

求一个精确的度数，而且还要综合考虑

双眼平衡，结合眼位调整最后的配镜度

数。 因此，与以速度快见长的电脑验光

相比，医学验光一次至少要花 10 分钟。
来自浙江温州的张先生夫妇抱着

刚满十个月大的儿子前来就诊，由于婴

儿配合度差， 无法为其进行相关检查，
为此， 瞿医生一边抚摸着宝宝的头，一
边宽慰家长，并建议家长将孩子哄入睡

之后再进行检查。 所幸的是，检查排除

了明显的眼疾。
记者注意到，为了缓解家长的焦虑

情绪，瞿医生在诊疗过程中针对每个斜

视患儿的病情，给予合适的治疗方案以

及手术时机正确选择的建议。
让瞿医生担心的是，现在家长对小

儿斜视并不重视。许多家长更多关注孩

子的美容问题，片面认为只需等孩子长

大之后，开一刀就能解决斜视问题。 殊

不知，小儿斜视若不及时治疗，会直接

影响孩子的双眼视觉效果，导致“立体

盲”，有可能影响孩子今后的职业选择。

手写一张 “告知单”，尽
可能让家长少走弯路

记者注意到，前来就诊的患儿中约

70%为外地病人。 为了避免治疗中出现

差错，尤其是对需要手术的病人，瞿医

生都会给患儿家长手写一张术前“告知

单”，罗列相关注意事项。
瞿医生说， 对于每一位患儿家长，

她都会认真解答他们关切的问题。 “希

望通过我们的专业服务，能够缓解他们

的焦虑情绪，了解相关治疗方法，尽可

能地让家长们少走些弯路。 ”
当天上午门诊时，不断有家长来要

求加号，瞿医生都没有拒绝。 对于每一

位病人，她都会亲口关照：“将相关检查

结果在下午 1 点前拿来给我看一下。没

做完的也要告诉我一声。 ”她说，“这样

我可以给病人一个治疗方案，或许可以

让病人少跑一趟。 带着孩子来看一回

病，真心不容易。 ”
当天下午，瞿医生看完门诊，匆匆

吃了几口 “午饭”， 便又一头扎进手术

室，有七台手术正等着她，其中两台是

全飞秒近视矫正手术、 五台是斜视手

术。 “虽然忙了一天，人也很累了，但一

想到有许多患者从小看我门诊，之后每

一次复诊、每一点视觉的改善都伴随着

他们的成长，所有的劳累都是值得的。”

■本报记者 陈青

沪藏教师携手合作成效显著
上海市首批“组团式”教育人才援藏工作队返沪

本报讯 （通 讯 员焦苇 记 者沈湫
莎） “欢迎回家！” 伴随着一声亲切的

问候和一束美丽鲜花， 在圆满完成了各

项任务后， 一年期的上海市首批 “组团

式” 教育人才援藏工作队队员昨天载誉

回到上海。
格桑花开无语，雪鹰展翅翱翔。一年

来，上海首批“组团式”教育人才援藏工

作队， 在日喀则市上海学校绘制出针对

性的三年行动蓝图，学校德育内涵建设、
师资队伍建设、教学质量提升成效显著。

刚刚结束的这个学期， 沪藏教师携

手合作， 日喀则市上海实验学校三大考

试成绩取得历史性突破： 高考的文理科

上线率都达到 100%， 重点本科率和普

通本科率在自治区名列前茅； 中考部分

学科平均分逼近 90 分，市前三名全在该

校；小学学业水平名次从原先全市 36 名

跨越式提升到第 5 名。
此外， 日喀则市上海实验学校素质

教育全面开花，学校成立了“素质教育促

进中心”，引进了上海的学生社团课程理

念， 将学生社团作为学校课程体系建设

的重要板块。 在援藏教师和当地教师的

共同努力下，学校目前已经成立“未来之

星”学生干部营、“雪语”诗社、摄影社团、
英语歌曲社、纸艺社、高原女子足球队和

一批科学兴趣小组等。

■本报记者 陈 青
通讯员 王懿辉 汤燕明

基层检验人员培训计划启动
本报讯 （记者陈青）记者昨天从由

中华医学会检验医学分会主办的“2017
基层检验人员培训计划”获悉，上海、山

东 、福建 、浙江 、江苏 、安徽等省区市的

5000 名基层医学检验人员通过一场视

频直播，共同接受了一次专题培训。而未

来， 通过类似网络课堂和专家答疑等形

式， 我国基层检验人员将有望获得持续

“充电”助力。
在“分级诊疗、基层首诊”政策引导

下， 基层医疗机构在我国医疗体系中的

地位日益凸显。 然而，在包括区、县级医

院， 农村地区的乡镇医院和城市社区医

院在内的大部分基层医疗机构中， 普遍

存在检验技术手段比较落后、 高水平检

验技术人才缺乏、 人才培养及管理经验

不足等问题， 制约了我国医学检验技术

的发展和基层医疗机构诊疗水 平 的 提

高。中华医学会检验医学分会主任委员、
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检验科主任潘柏

申教授说：“提高基层医疗机构的检验水

平， 加强对广大基层检验人员的培训成

为我国检验医学发展的重要任务， 三甲

医院检验科的专家应该努力帮助基层检

验人员提高他们的专业水平。 ”
此次基层检验人员培训计划特别甄

选了如何做好实验室生化免疫检测的质

量控制，血常规、尿常规以及生化急诊等

基层检验常见的检测和质量管理知识，
帮助基层检验人员了解最新检测技术的

临床应用和质量管理理念， 为临床医生

和患者提供更好的诊疗服务。

高温下的医者仁心④

援藏工作队队长傅欣（左）对小朋友说：“我把爸爸还给你了。” 陆嘉辉摄

近日，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多名专家来到武警上海总队

医院及干休所， 为军民提供免费诊疗咨询服务。
本报记者 赵立荣 通讯员 陈亮摄影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