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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写新时代奋斗者的答卷
———从黄大年到钟扬的时代启示

生命，为祖国澎湃
■ 从黄大年到钟扬 ， 一个

个 当 代 知 识 分 子 传 承 前 辈 精
神，以爱国之情、报国之志、卓
越之才写下奋斗者的答卷

梦想，为新时代燃烧
■ 不断涌现的奋斗者 ，推

动国家实现从赶上时代到引
领时代的伟大跨越，标注中华
民族砥砺奋进的精神坐标

铭记，是为更好的前行
■ 新时代新起点， 奋斗者的

故事激励着后来者，凝聚起实现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磅
礴力量 荩 刊第三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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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人会有这样的感受， 到医院看病， 有时要在

多个科室、 多位专家、 多个楼层来回奔波 ， 苦不堪

言。 有没有可能打破这个就医 “痛点”？ 上海市第十

人民医院 （市十医院） 骨科虹桥院区正在探索的多学

科综合诊治模式， 力图让患者跑 “一扇门”， 解决一

揽子问题， 让治疗获得延续， 而不再走上 “断头路”。
自今年 3 月这 “一扇门” 正式开启以来， 已有一批患

者获益于这种诊疗新流程。

科室越来越多，病人越跑越累

“如果没有这个模式， 我这病可能要拖到动手术

的地步。” 48 岁的徐先生对记者说。 数月前， 他感觉

腰痛、 下肢痛， 疼痛令他睡不好、 吃不好， 已影响正

常生活。 医生告诉他， 这种疼痛还不需要手术， 建议

先试试康复理疗或中医推拿。
这个 “好消息” 却让老徐犯难， “跑上跑下， 实

在没本事……” 老徐的想法在颈腰疼痛患者里很普

遍。 市十医院骨科主任贺石生见过太多这样的病例，
他说， 脊柱、 关节等引起的问题往往与骨科 、 疼痛

科、 康复科、 中医科等都有关系， 但由于医学分科越

来越细， 出现了大家 “各管自己一段” 的弊端， 患者

在各个科室间来回奔波， 科室越来越多， 病人却越跑

越累。
病人的 “体力” “精力” 不如正常人， 家庭支持

体系不强的部分病人为此就放弃了治疗， 选择拖着、
扛着病， 结果小病拖成大病， 可以吃药的拖成了得

手术。
相比之下， 老徐是幸运的。 前不久在十院骨科虹

桥院区， 他享受了 “一扇门” 的服务： 医生为他制定

了康复理疗与药物综合治疗方案， 他不用在疼痛科、
康复科、 骨科来回跑， 医生围着他跑 。 治疗十天不

到， 他的疼痛缓解， 康复出院。

多学科综合治疗是大势所趋

医生还告诉记者， 由于分科太细， 会导致患者走

上治疗的 “断头路”， 比如做完手术， 不知去哪里做

适合的康复训练； 康复中遇到疼痛问题， 也没有合适

的医生及时跟进， 这都会对治疗效果产生负面影响。
而临床上， 相应的患者需求又不在少数。 目前，

颈腰疼已成为大型医院门诊排名前三的疾病， 患者治

疗需求很大。
“颈腰疼痛是当下困扰不少人的疾病， 青少年由

于使用电脑、 手机等长期保持坐姿， 导致脊柱处于不

良姿势； 中老年随着年龄增长脊柱关节退变也会引发

颈腰疼痛。” 市十医院骨科虹桥院区副主任顾昕称 ，
庞大的疾病群体下， 人们对颈腰疼的治疗认知很不

足， 由于该病表现多样， 治疗涉及多学科， 很多患者

会 “找错门”， 没有获得最适合的治疗。
多学科综合治疗已成为脊柱疾病领域的大势所

趋。 “把相关科室的力量集中起来， 为患者提供个体

化治疗方案， 缩短患者住院周期 ， 减少患者住院费

用， 为患者提供高效、 便捷的诊疗服务。” 顾昕分析

多学科的优势。
这也是市十医院这群骨科医生希望探索 “一扇

门” 模式的缘起。

“一扇门”的理想在新医院落地

老徐体验的 “一扇门” 服务由一个名为颈腰痛综

合诊疗中心提供， 这是市十医院骨科虹桥院区里新成

立的科室， 今年 3 月投入运营。
市十医院脊柱微创中心长期致力于脊柱疾病的诊治工作探索， 在流行病

学、 发病机理、 早期诊断、 手术治疗、 康复指导等方面取得不少突破。 这为

多学科综合诊治提供了学科技术与理论保障。
不过， “一扇门” 要落地造福患者， 并不容易。 贺石生坦言， 考虑医院

学科间的协调、 固有装修与设施格局等， 这个想法在国内大型综合医院实现

有难度。
新医院的 “后发优势” 在这里体现出来。 由市十医院与永慈康复医院

联合打造的市十医院骨科虹桥院区投入运营， “一扇门” 的理念最终在这

里落地。
“以往多学科治疗是学科之间合作， 颈腰痛综合诊疗中心则形成一个新

科室， 打破了学科间的围墙， 有丰富临床经验的脊柱外科、 疼痛科、 康复科

出身的医师真正走到一起， 以患者的病情为中心， 进行充分判断和分析， 选

择最恰当的治疗方案， 形成微创手术、 疼痛治疗、 康复综合性的复合治疗方

案， 最大限度地提高疗效。” 贺石生称， 希望不断努力完善服务内容， 力图

在这 “一扇门” 里， 医生围着病人转， 病人在这里解决一揽子问题， 不再辛

苦地折返跑或 “跑错门”。

建外侨博物馆彰显上海文化多元性开放性
上海史研究专家、上海社科院资深研究员熊月之建议———

海纳百川，这是上海文化不同于其

他城市的特点。 一百多年来，上海迅速

成长为繁盛的国际大都市，除去地理因

素，离不开独特的人文特质。
上海开埠至今整整 175 年，不仅在

步履艰难的中国近代社会变革中，屡开

风气之先，更为转型期的中国社会进行

了有益的探索。 在文化上，上海兼具红

色文化 、海派文化 、江南文化的特征 ，
展现出开放性、国际性和领先性，为构

建多元一体的中华文化作出了自己的

贡献。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改革开放即

将再出发。作为改革开放重镇的上海，如
何进一步引领文化建设？ 如何打响上海

文化品牌，建设海派文化高地，传承历史

文脉，增强文化魅力和国际影响力？
上海史研究专家、上海社科院资深

研究员熊月之就上海文化的进一步开

放献出自己的“计策”。 熊月之指出，上
海文化之所以引领全国风气之先，文化

建设经验之所以能得到越来越多的认

同，离不开近代以来异质文化的交流融

合。更进一步观察，一百多年来，在沪外

侨的活动激发、引导了上海文化、市民

生活乃至城市文明的转变。 为此，他提

议在上海建立一座外侨博物馆，集中展

示上海多元文化交流共处、休戚与共的

历史脉络， 传承并发扬海派文化开放、
国际化的一面。

“数以万计的外国侨民在上海工

作、生活，从经济、政治与市政管理到社

会文化，他们把上海当成自己的家园开

展建设，对上海的演变产生了广泛而深

刻的影响。上海也对他们的人生道路产

生了重要、关键的影响”，熊月之说。 建

立外侨博物馆，可以利用外侨在上海的

珍贵历史人文记忆， 塑造开放包容、兼
收并蓄的城市精神， 增强城市创造力、
竞争力。

“洋场十里占风流，数国人才聚一

州”“火树银花不夜天， 行人如比梦游

仙”， 上海竹枝词的咏叹印证了异质文

化涌动下，瑰丽的社会风貌。 近代上海

由于国际国内多种因素错综复杂的作

用，意外地成为中外利益共同体和中西

文化并存体，这种恰似“人类命运共同

体”的形态构成难以拆解的合力，成为

上海安全、繁荣发展的丰沃土壤 ,也给

予今天上海建设为国际化大都市重要

启示———协力同心以成善举，方与众人

有裨。 和衷共济的利益共同体、海纳百

川的多元文化，将成为上海迈向全球卓

越城市的发展动力。

上海搭台，中国综艺要当全球供应商
九大原创节目亮相戛纳电视节后，“iFORMATS中国节目模式库”用户增长35%

“戛纳活动后，我们的平台注册用户

增长了 35%。 ”“iFORMATS 中国节目模

式库”负责人孙侃透露了这一可喜变化。
24 天 前 ， 由 上 海 广 播 电 视 台 运 营 的

“iFORMATS 中国节目模式库” 搭台，九

大中国综艺节目在戛纳电视节主舞台举

行推介会，引发关注。
24 天增长 35%，数据的涨势来自双

重认可———全球市场认可了 《朗读者》
《国家宝藏 》《经典咏流传 》《天籁之战 》
《声临其境》《跨界歌王》《明日之子》《功

夫少年》《好久不见》 等中国优秀原创综

艺的魅力；国内外各节目制作机构、模式

供应商， 则从戛纳投向中国节目的关注

中，看到了模式库的平台效应。 眼下，该
模式库经《朗读者》授权与一家法国公司

的签约谈判已进行到了最后环节； 来自

英 国 的 全 球 顶 尖 模 式 供 应 商

Endemolshine 集团则对《国家宝藏》表现

出了很大兴趣。

中国原创综艺终于朝着 “全球供应

商”的目标迈出第一步，上海的平台搭建

者、 全国的优秀节目制作人在电话会议

里总结经验：内容上鲜明的中国气象、模
式上可移植的国际化基因， 是中国综艺

智慧扬帆出海的两大关键。

“以我为主 ”的中国创意
最容易吸引国际目光

“从消费者转身为全球供应商”，出
自戛纳电视节相关板块负责人劳琳·葛

厚德的比喻。作为佐证，中国推介会后的

三天内，50 多家来自欧洲、 亚洲和北美

洲的模式公司、发行公司、制作公司轮番

找到中方。
“供应商”底气何来？ 业内都指向了

中国特色、中国智慧。
《国家宝藏》用综艺形式来挖掘文物

背后的历史人文故事。 总导演于蕾在推

介会现场拆解了节目关键词“history”这

个英文单词，将其原意“历史”拆分成“hi
story（嗨，故事）”，再进一步引申为“high
story（高级的故事）———用故事承载本国

的历史，让历史丰满当代的故事，这样的

创意当场就得到了英国、法国、乌克兰、
俄罗斯、 荷兰等多个国际公司同行的赞

叹。 在于蕾看来，“《国家宝藏》是一档从

内容到形式都带有鲜明中国气 象 的 节

目，只是我们从创意的最初，就为它注入

了视觉、故事逻辑、镜头语言、美术设计

等模式点的国际化基因。 ”
董卿也表达了相似观点：“作为内容

生产者，我们做《朗读者》的初衷从不为

贩卖模式， 而是要与中国观众形成强烈

共鸣。 所以节目一定会具有自己非常鲜

明的风格、气质与核心思想。 ”正因为坚

持“以我为主”，《朗读者》反而在一片模

式汪洋中显得卓尔不群。 许多外国购买

专家表示， 放眼世界都没见过一台类似

的朗读电视节目。 而且，中国内容、中国

文本并不会成为模式输出的阻碍。 目前

正在谈判的法国公司代表曾这样告诉董

卿：“我在网上看过你们的节目， 虽然听

不懂，但我经常会被感动。 如今在法国，
很少还有年轻人在读巴尔扎克、福楼拜，
用当代人的人生故事去勾连经典的文学

作品，这种唤醒和共鸣异常宝贵。
茛 下转第三版

浦江游览升级，瞄准“世界级精品”
“龙船”新装回归，游船“舰队”扬帆，黄浦江水面将现“精彩上海”全息水幕景观

瞄准世界级旅游项目， 上海将在

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开幕前组建

一支由 30 余艘各类游船整编的黄浦

江游览 “舰队”， 向中外嘉宾展示精

彩而富有魅力的上海。 昨天， 黄浦江

游船启动升级换代， 曾经的黄浦江经

典 “龙船” 新装回归， 以 “浦江游览

1 号” 之名亮相 。 “浦江游览 1 号 ”
船头雕着金黄色龙头， 游船全身铺着

光纤灯带间点光源。

引入米其林餐厅融合最
新科技，提升游览服务品质

上海浦江游览集团有限公司董事

长、 总经理许杰告诉记者， “浦江游

览 1 号” 是目前黄浦江游览行业唯一

的千客位游船， 能容纳 650 位游客同

时 用 餐 。 这 艘 龙 船 始 建 于 2005 年 ，
2007 年 投 入 使 用 ； 因 为 年 代 已 久 ，
加上同质化竞争严重等问题， 浦江游

览集团今年投入 1700 万元对其进行

升 级 改 造 。 据 了 解 ， “浦 江 游 览 1
号” 未来将主打餐饮、 会议、 婚庆等

服务功能 ， 还 将 引 入 米 其 林 星 级 餐

厅， 提升服务品质。 茛 下转第三版

时尚高楼间突现金黄龙船令人震撼
外国人眼中的黄浦江游览———

上海市旅游局昨天启用升级改造

后的秦皇岛路游船码头， 亮出新改造

的 “浦 江 游 览 1 号 ” 游 船 ， 还 发 布

了 “黄 浦 江 游 览 ” 统 一 行 业 标 识 ，

推 出 “黄 浦 江 游 览 ” 宣 传 片 。 黄 浦

江 游 览 整 体 提 质 升 级 吸 引 了 不 少 外

国游客 。
土耳其驻沪 副 总 领 事 凯 南·阿 杰

（Kenan Age） 是第一次乘坐游船游览

黄浦江。 在他眼中， 游船以 “龙” 为

主题， 以红色和黄色作为主色调， 极

具中国特色， “黄浦江沿岸风光很美，
陆家嘴方向高楼林立、 各具特色， 外

滩方向遍布融汇各国风情的历史建筑，
现代感和历史感交织， 展现出上海的

独特魅力。”

浦江游览， 还让他回忆起坐船游

览法国巴黎塞纳河的情景。 他说， 黄

浦江和塞纳河都属于比较宽且穿过城

市的水域， 沿途城市风光都很美， 游

览时长大概都是一小时左右 。 不 过 ，
塞纳河游览作为法国旅游业的品牌项

目， 在全球旅游业界名气更大， 游客

还可选择不同类型的游船， 并可在船

上享用午餐或晚餐， 配套服务更加成

熟完善。 黄浦江游船上提供的茶水茶

点精致可口， 很有特色， 是了解上海、
体验上海绝佳方式。

茛 下转第三版

昨天，黄浦江游船升级换代，曾经的经典“龙船”新装回归，以“浦江游览 1 号”之名亮相。 傅国林摄

“上海服务”，
应当成为优质服务代名词

■ 上海地铁：城市生活“连接器”
■ 春秋集团：“做人家”和做服务
■ 上海建工：“超级工程”缔造者

荩 刊第二版

多米尼加宣布同中国建交
荩 刊第七版

■本报记者 何易 赵松 陈晨

■本报记者 何易 赵松 陈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