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刘敏涛在《琅琊榜》里饰演的静妃。

上图：王劲松的演出让观众看到表演艺术的丰富性。

下图：《声入人心》节目中的选手靠比拼实力取得关注。

荩 刊第三版

■ 作为上海交响乐团2018-2019音乐季的引
进项目，被誉为“美国五大交响乐团”之一的克利夫兰
管弦乐团昨晚在上交音乐厅开启为期两天的演出。在
音乐总监弗兰茨·威尔瑟—莫斯特的执棒下， 这支顶
尖名团带来普罗科菲耶夫《第三交响曲》、柴可夫斯基
《第五交响曲》等曲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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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质综艺重启实力派宝藏价值
《声临其境》《声入人心》等一批节目热播让好演员重新“上头条”

“我请求你 ，我感激你 ，我爱你 ，永别

了！”情到深处，刘敏涛来不及脱下高跟鞋便

跪倒在舞台上。当独白戛然而止，主持人轻

轻扶起她时，泪水仍挂在她的脸上，现场观

众都哭了。在综艺节目《声临其境》里，演员

刘敏涛演绎了《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的经

典独白，用她精湛的演技和饱满的情感征服

了无数观众。

《声临其境》被很多人视为“宝藏节目”，

而被称为“宝藏”的正是刘敏涛、王劲松、万

茜、秦海璐、喻恩泰等实力派演员，他们用声

音和台词塑造的各种精彩瞬间， 让观众真正

看到了表演艺术的丰富性。

无独有偶，“声乐选秀”《声入人心》节目

中， 不少男生选手并没有靠卖弄颜值 “出

圈”，而是靠比拼才华实力取胜。世界名曲的

各种花式演绎，给观众的耳朵带来享受的同

时，也为普及高雅艺术、推动音乐教育，上了

一堂生动的美育课。

随着近期节目热播，唐国强、张丰毅、孙

强、左小青、梅婷等淡出人们视线已久的老

演员、低调的演技派大青衣，甚至数百年前

威尔第的一首咏叹调都上了热搜。“营销炒

作和流量指标统统靠边。 这些综艺节目，正

通过专业的视角重塑演艺人员的价值，重启

艺术的纯真光芒。” 在上海戏剧学院院长黄

昌勇看来，一批好演员通过综艺节目迎来了

事业上的“第二春”、“第三春”，这种现象的

出现是文艺市场理性价值观的回归，但同时

也应看到，“演技派”的回归不应只有综艺节

目一个平台。

那些被遗忘的优秀演
员、实力演技，重回聚光灯下

除了“一秒入戏”的经典独白，刘敏涛还

在节目中游刃有余地表演了电影 《穿

PRADA的女魔头》 里霸气的时尚女总裁米

兰达，以及《麦兜响当当》中可爱诙谐的麦太

太两个截然不同的角色，展现了自身的才华

和更多可能性。

自去年首播以来，《声临其境》不断让演

技派、实力派占上头条。韩雪一人分饰八角，

任意切换声线，“海绵宝宝”原音般的表演令

观众“屏住呼吸”。万茜把声音化妆成“王熙

凤”，骗过了评委张国立。“吕秀才”喻恩泰一

登台就演绎了《亨利五世》中的名段，这是莎

士比亚所有男性独白里公认最难的一段，而

他不仅全文背得酣畅淋漓， 配上纯正的英

音，验证了表演、导演艺术研究双料博士的

真材实学。

从未大红大紫但塑造过无数感人形象

的王劲松，为《教父》《冰川时代》等经典作品

配音时，一会儿是低沉磁性的马龙·白兰度，

一会儿是活泼可爱的树鼩， 将声音中的断

口、断气、节奏掌握得十分到位，连卡通形象

冷到牙齿打颤的感觉都配了出来。 节目中，

无数人惊讶地发现，原来《军师联盟》中的荀

彧，《我是特种兵之利刃出鞘》 中的反一号

蝎子，甚至《大明王朝1566》的杨金水，这些

好的、坏的 、贪的 、蠢的 、疯的 、柔软的人物

都是他， 表现人物的爆发力和复杂性令人

回味无穷。

跳出娱乐属性，建立专业度，用演员的

基本素养之一的 “说 ”来 “秀 ”出演技实力 ，

《声临其境》 从开播第一期就火速赢得观众

好感 。同样具有行业 “风向标 ”意味的还有

《声入人心》。36位参赛选手中有“放下光环”

的青歌赛冠军，有国家级艺术院团的歌剧演

员，有热门影视金曲的演唱者，也有仍在音

乐学院求学的学子。这档节目打破选手的领

域和出身，多次以二重唱、三重唱、四重唱的

方式进行“排列组合”，为的是激发他们的音

乐创造性，也让观众的注意力最大程度地回

归音乐本身。从编排是否合理、巧妙中，既能

够看到选手对音乐艺术的领悟力和敏感性，

更能看到他们身上艺术品德的部分，而后者

显然更为可贵。 茛 下转第三版

■本报记者 童薇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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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邵珍）在许多

企业和群众心目中，“一网通办”

这张画像正变得愈加生动而鲜

活。 虹口区近日又在这幅画像上

添加新的一笔 ：从“一证一次办”

迈向“一事一次办”，以企业和群众

办成一件事的全流程为核心，选

取一批符合虹口区特点的事项，

通过加快探索跨部门审批业务流

程再造， 实现试点事项企业群众

办事“只看一份指南、找一个窗口、

填一张表、最多跑一次”，实现“减

时间、减环节、减材料、减跑动”。

虹口区所有审批事项已入驻

“一网通办”总门户，100%实现在

线申报统一入口，100%实现 “只

跑一次、 一次办成”。“上海虹口”

频道还开通了主题套餐式查询服

务，涉及食品经营、文化监管等多

个领域，企业居民网上咨询、办事

更加便捷。目前，虹口区正深入推

进区级证照100%向上海市大数

据中心电子证照库归集， 加快电

子证照应用场景研究， 通过电子

亮证，在区行政服务中心、社区事

务中心、 电信营业厅等场所实现

证照免交， 网上行政审批事项提

交材料平均减少一半。

由于审批流程多、材料杂、时

间长， 工程建设项目审批是审批

改革难啃的一块“硬骨头”。为避

免办证过程中建设单位“多头跑”

“来回跑”， 虹口区创设工程建设

审批“全科医院”，推动工程建设

项目早开工、早竣工。通过搭建全

时段开放的工程项目审改工作交

流平台， 及时解决建设项目申报

中的“常见病”“多发病”；邀请市

相关部门专家和专业技术顾问开

设“特需门诊”，解决具体申报中

碰到的“疑难杂症”。针对规模大、

技术复杂的项目， 区相关主管部

门则开展“联合会诊”，提前查看

资料清单， 后续综合验收力求做

到一次申报、一次通过，当日办结

竣工备案。

“一网通办、虹口快办”，在虹

口区，这个“快”字成色十足———

推进企业开办快捷模式，实现“办

照快”； 推进企业办税一站式服

务，实现“办税快”；推进一窗受理

和集成服务改革，实现“办证快”。

追求线上速度， 也要讲求线

下温度。 在线上办事时间大幅缩

短的同时， 线下审批服务质量和

效率也同步提升。 从企业需求出

发， 虹口区积极探索 “合议核准

制”，对符合经济发展方向的新兴

行业经营范围表述， 实施多部门合议通过即予以核准的模

式，帮助企业在最短时间内顺利拿到营业执照。而针对新开

业购物广场、商务楼宇等需要批量集中办证办照的场所，政

府部门开通绿色通道，量身定制“服务包”：去年，北外滩白

玉兰购物中心开业前， 针对楼宇内需要办证办照的餐饮企

业较多这一实际情况，虹口区市场监管、卫生健康、消防等

部门组团入场服务， 一天内完成55家餐饮企业现场勘验和

营业执照、食品经营许可证的发放。

接待面积仅约900平方米的虹口区行政服务中心受理

大厅，目前已集纳全区26个政府部门的近300个审批服务事

项。“一网通办”推进以来，这里的服务几度升级。今年3月

初，税务新办登记、发票领购等11项新办企业涉税事项入驻

服务中心， 实现新办企业办照、 办税和发票领购 “一门服

务”，新办企业涉税事项当场办结。下一步，虹口区还将进一

步推进行政服务中心审批服务集成化，按照企业办事需求，

进一步优化中心服务窗口设置，建立完善“单窗通办”模式，

不断提升线下窗口的精准服务水平。

春光明媚
踏青正当时
梨花风起正清明 ，游

客踏青兴致浓。 清明小长

假前两天，申城春光明媚，

各大公园景色宜人、 鲜花

夺目，游园活动精彩纷呈，

吸引众多游客前往。 而逛

老街、游古镇，沉浸在传统

民俗文化的氛围中， 也让

游客乐此不疲。图为昨天，

新场古镇的老街上游人如

织。 本报记者 赵立荣摄

克利夫兰管弦乐团
时隔21年再度访沪

上海首批28家医院试点“无痛分娩”

首批913家国家分娩镇痛试点医院公布，相关技术将逐步推广

“无痛分娩”时代真的来了。日前，国家卫

生健康委公布913家医院作为第一批国家分娩

镇痛试点医院，其中，上海有28家医院入围。记

者采访获悉， 此前复旦大学附属妇产科医院、

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等沪上多家医院已开展

镇痛分娩，今年4月起，这些首批入围试点医院

将广泛开展镇痛分娩， 并在麻醉人员配备、绩

效考核上等予以倾斜，以鼓励这项服务真正落

地。这也被视作“产房文明”的体现。

“无痛分娩”将全国推广

顺产有多痛？亲历者把这种“无加持、徒

手顺产”的分娩痛形容为“断了十二根肋骨的

疼痛”……医学上将疼痛一般分为10个等级，

分娩疼痛在8级左右， 已接近让人绝望的10

级———癌痛，因此有调查显示，约44%的初产

妇感觉“痛不欲生”。

分娩镇痛俗称“无痛分娩”，专家解释，疼

痛是个人主观感受，因人而异，目前的技术可

以做到减轻或是完全不痛的分娩。据统计，有

85%的母亲做完镇痛分娩后完全不痛 ，12%

的母亲有适当程度地缓解。

遗憾的是，作为减轻产痛的有效手段，无

痛分娩在我国的实施比例在2016年时还不足

10%，在欧洲发达国家这一数据平均为55%。

这与技术发展、大众观念都相关。“很多人

认为生孩子痛天经地义， 但随着科技发展，让

痛变成不痛是现代医学应当考虑的事。” 一名

妇产科医生称，这是“产房文明”的象征之一。

推广该技术，已为国家关注。去年底，国

家卫生健康委发布 《关于开展分娩镇痛试点

工作的通知》，提出2018年至2020年在全国开

展分娩镇痛诊疗试点，并逐步在全国推广。

顺产产妇选用比例不断提升

记者走访上海各级医院的产房发现，改

变已在发生着：产房变得静悄悄了。

茛 下转第二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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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首席记者 唐闻佳
记者 李晨琰

“急支糖浆”背后，那些你所不知的故事
出身西医，奉命改学中医并奋斗终生，华山医院沈自尹院士研发多种常用药，开创中西医结合理论

对许多人来说， 沈自尹是一个陌生的

名字， 但他研发的药物几乎无人不知———

急支糖浆、 补肾益寿胶囊、 补肾防喘片等。

他就是中国科学院院士、 复旦大学附

属华山医院教授沈自尹 。 今年 3 月 7 日 ，

91 岁的他在上海去世 ， 在这个清明小长

假， 他传奇的一生被业内再次刷屏了。

西医出身的沈自尹 ， 奉命学习中医 ，

结果开创了中西医结合理论； 他一生有很

多临床创新， 却又始终围绕 “肾本质” 展

开。 这正是党最初交给他的任务， 他为此

奋斗了一辈子， 为古老中医成功注入现代

注解。

沈自尹常说： “党的需求就是我一生

的追求。” 他的经历和他常说的这句话影响

了众多的医学生。

从西医转学，“零基础”学中医

这位大师走上中西医结合的研究之路

有些偶然， 对一些人来说， 这起步甚至可

以算是 “挫折”。

沈自尹出生于 1928 年， 少年时代为躲

避战乱辗转多地上学， 高中毕业后考入上

海医学院 （现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 大学

就读期间， 他加入 “枫林社”， 这是当时上

海医学院的共产党外围组织。

1952年，沈自尹大学毕业被分配到广州

岭南医学院工作，一年后又调任上海华山医

院。没多久，又接到通知，根据党中央宣布的

“西学中”政策，他需要改学中医。

当时医院总支书记说： “当前西医普

遍存在歧视中医的不良倾向， 没有深入研

究过中医， 却要否定中医， 这是不科学的

态度。 派你去学中医， 就是要发扬中医的

精华， 这是一项光荣的任务。” 沈自尹二话

不说，立刻答应。“当时的想法很简单，就觉

得这是党给我的使命，要无条件接受。”沈自

尹曾在回忆改行学中医时这样说。

沈自尹的首批研究生、 华山医院中西

医结合科王文健教授告诉记者， 当时， 全

国还没有西医离职学习中医的先例， 且中

医、 西医完全属两套体系， 自有逻辑， 甚

至有些对立。

但是，从此以后，在华山医院的一间小

板房里，老中医姜春华先生就手把手地开始

教沈自尹。师徒两人清晨在华山医院小花园

诵读中医经典，一度成为一道独特风景。

用成果向世界宣告祖国医学伟大

上世纪 50 年代， 沈自尹在国内率先开

展中医 “肾” 本质理论研究。

茛 下转第三版

■对许多人来说，沈自尹是一个陌生的名字，但他研发的药

物几乎无人不知———急支糖浆、补肾益寿胶囊、补肾防喘片等。

沈自尹为传统中医引入现代注解，开拓出全新学科门类，并为中

国培养出第一个中西医结合博士及一批学贯中西的医学人才

■本报首席记者 唐闻佳

■ 美国《科学》杂志日前刊发两篇长文详细介绍
清华大学柴继杰团队、王宏伟团队，以及中国科学院
遗传与发育生物研究所周俭民团队共同合作所取得
的重磅发现：科学家首次看到了植物免疫系统中的重
要力量———抗病小体的清晰模样

植物免疫系统研究
取得重大突破

清华大学与中科院联合攻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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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销炒作和流量指标统统靠边，这批综
艺节目通过专业视角重塑演艺人员的价值，重
启艺术的纯真光芒

左小青在《声临其境》中展现层次丰富的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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