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月 17日这天，正值“3·15”消费者权
益保护教育宣传周， 在上海浦东新区某高
校的体育馆里， 同学们个个全神贯注地聆
听“新老师”的讲解。 在他们的面前站着一
位特别的老师， 他正在用通俗生动的语言
解释着 “什么是个人信息保护”“青少年要
如何保护个人信息安全” ……这位 “新老
师”来自平安产险上海分公司，他和其他平
安志愿者一起走进校园给学生们普及消费
者权益保护知识。

据悉， 此次活动是为深入开展消费者
权益保护教育宣传工作， 积极倡导年轻消
费人群的理性消费观念， 平安产险上海分
公司联合平安集团在沪多家金融机构共同
开展“保险知识进校园活动”，向青少年科
普金融基础知识， 促进年轻消费者提高风
险保障意识。 这也是平安产险上海分公司
在“平安守护者行动”战略的指引下，用平
安的“五心”，践行有温度的公益实践。

活动现场， 平安产险上海分公司的志
愿者们为学生们普及了消费者权益保护知
识，重点科普了“金融消费者八项权益”。 听

了志愿者的讲述，在场的学生纷纷表示：原
来作为金融消费者有这么多的权利可以享
受。 此外，针对现实中仍存在的“校园贷”案
例，志愿者全面分析了“校园贷”的危害，并
发放了宣传页、宣传手册，进一步加强了对
学生金融知识的教育， 提高了大家对防范
“校园贷”、“套路贷” 等非法侵害的自我保
护意识。

更让学生们惊喜的是，平安产险上海分
公司的志愿者还带来了运动水杯、 平安人参
蜜等暖心礼物。在互动讲解的过程中，志愿者
们把精心准备的礼物送给了学生们， 在传递
金融知识的同时， 也把平安对每位青少年健
康成长的祝福送到了学生们的心里。

此次“保险知识进校园”活动的开展，

强化了在校学生的科学理性消费意识，引
导年轻人要切实保护自身的合法权益，现
场的学生们都表示受益匪浅。 平安产险上
海分公司也将以此为契机，秉承“以人民为
中心”的服务理念，积极开展更多的金融知
识普及宣传， 让广大消费者能更安心更舒
心地享有金融基础服务。

3?15在行动|?险知识进校园，“橙”心“橙”“益”护成长

■本报记者 唐闻佳

上海妇幼健康核心指标保持世界领先水平
加强“五个新城”产科儿科资源配置，出生登记等办理事项今年迎来大提速

妇女儿童的健康是全民健康的基石，

是衡量社会文明进步的标尺。 昨天举行的

上海市妇幼健康工作会议传出消息，2020

年上海地区孕产妇死亡率3.66/10万、婴儿

死亡率2.66‰， 上海妇幼健康核心指标继

续保持世界领先水平。

与此同时， 本市今年将继续在妇幼健

康服务体系上做“增量”，为妇幼健康织就

最为温暖的呵护网。

优化资源布局和服务
供给，加强“五个新城”产科
儿科配置

今年是“十四五”开局之年，围绕妇幼

健康，本市将在资源优化配置、能力提升、

服务体系“新增量”上重点推进。

医疗服务 “安 ”为先 。2020年 ，围绕抗

“疫”大局，本市的母婴安全保障进一步强

化。 本市把孕产妇和新生儿防控工作纳入

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救治体系， 切实保障应

急状态下孕产妇、儿童的基本医疗服务，全

年累计管理新冠确诊、医学观察、集中或居

家隔离等特殊孕产妇71例 、1076人次 。今

年， 本市妇幼健康的重点工作首先还是全

力保障母婴安全 ，本市将进一步加强 “7+

6”危重孕产妇、新生儿会诊抢救中心体系

建设，推动瑞金医院、中山医院2个市级危

重孕产妇会诊抢救中心建设项目落地。

具体来说， 在保障好疫情防控常态化

期间孕产妇、 新生儿基本医疗服务的基础

上，本市将进一步强化“关口前移”，加强孕

产妇妊娠风险评估，做到动态、连续、有效

评估孕产妇妊娠风险，及时做好干预指导。

针对高龄、高风险、疾病谱改变等因素，研

究制定产科合并心脑血管疾病相关专家共

识，重点开展妊娠常见并发症、高致死性合

并症的相关培训， 充分发挥市产科保健与

临床、新生儿临床质控中心的作用，加强质

控管理，确保母婴安全。

与此同时， 本市将持续提升妇幼健康

服务体系能级水平，加快推进《上海市公共

卫生体系建设三年行动计划 （2020-2022

年）》妇产科、儿童专科医院传染病防控体

系建设、 妇幼整链式全生命周期健康管理

服务模式优化等项目， 推动国际和平妇幼

保健院奉贤院区、 第一妇婴保健院科教综

合楼、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新生儿大楼、

上海儿童医学中心张江院区及复旦大学附

属妇产科医院青浦分院、 长宁区妇幼保健

院改扩建等重大项目建设进度。

“十四五 ”开局之年 ，上海的 “五个新

城”建设广受关注。本市在进一步优化资源

布局和服务供给上，将加强“五个新城”的

产科、儿科资源配置。与此同时，积极推进妇

产科、儿科的医联体建设，带动联合体内机构

服务能力的提升， 通过专项培训、 多点执业

等， 年内基本实现所有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均

提供儿科服务。

注重全生命周期管理，打
造妇幼健康服务“新增量”

预防是最经济有效的健康策略，“关口前

移、预防为主”也将成为今年本市妇幼健康工

作的重点与亮点。

2020年， 本市提供儿科诊疗服务的医疗

机构已从276家增至308家， 其中社区卫生服

务中心从125家增至157家（占64%），通过深

化五大儿科医联体“全专结合”和“医防融合”

模式，在上海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基本实现儿

童初级保健和儿科诊疗全方位整合型服务。

今年，全程优质便民服务将更上台阶，由

此打造妇幼健康服务体系“新增量”。据悉，本

市将深入推进建设21个儿童早期发展基地，

加强产前筛查和诊断，全市219家智慧健康驿

站推出孕产妇、儿童自我检测项目。

在重点健康问题上，本市将继续加强0-

6岁儿童眼及视力保健工作，进一步完善含屈

光在内的儿童视力健康电子档案， 做好生长

发育和营养监测、心理、口腔保健等规范连续

服务； 推进以自闭症为切入点的儿童心理干

预、儿童脊柱侧弯筛查试点，联合市教委、市

体育局等部门继续探索构建儿童、职业人群、

更年期和老年期妇女骨健康全程管理模式。

在危害妇女健康的重点病种上， 本市将

继续落实妇女“两病”（妇科病、乳腺病）筛查

项目优化，将保障经费由每人80元提高到228

元。 为响应世卫组织加速消除宫颈癌的全球

战略，本市将积极探索建立HPV疫苗接种、宫

颈癌筛查、 诊治和救助相衔接的宫颈癌三级

综合防治模式。

加快数字化转型，持续做
优“出生一件事”

加快数字化转型， 今年本市也将深入推

广“互联网+妇幼健康 ”服务 ，推进上海市妇

幼信息平台建设， 年内实现全市孕产妇妊娠

风险、危重孕产妇救治管理信息互联互通、实

时动态更新和共享运用。

为提高市民办事的便捷性、快速性，本市

将持续做优“出生一件事”。今年，全市各助产

医疗机构实现出生医学证明在线申领， 打造

“一表申请 、一网受理 、一站服务 ”的联办模

式，实现婴儿《出生医学证明》签发、出生登记

等10个事项累计办理时长由近100天减至不

超过20天， 进一步提升妇幼健康服务便民惠

民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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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唐闻佳 ）昨天 ，在春雨

中， 上海龙华烈士陵园迎来一批特殊的瞻

仰者，他们在英雄讲习所内聆听微型党课，

重温入党誓词；在苍松翠柏间拾阶而上，感

悟先烈革命精神……在 “微型党课走读教

育”中，上海申康医院发展中心党委系统庆

祝建党百年主题活动拉开帷幕。

这批学员中，有来自市级医院的全国、

本市抗疫先进个人代表，市劳动模范（先进

工作者）代表，党支部书记代表。学员们佩

戴党徽，列队于“红岩石”前，追忆以“龙华

二十四烈士”“左联五烈士” 为代表的英雄

事迹，一幅幅生动的历史图景，一件件珍贵

的历史文物，一个个可歌可泣的英雄壮举，

震撼着党员们的心灵。

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急诊危重症科的

主任医师俞康龙是本市抗击新冠肺炎疫情

先进个人，在疫情最严峻的时刻，他带领团

队入驻上海市公共卫生临床中心救治新冠

患者，立下“不破楼兰终不还”的誓言。参加

此次的走读教育， 让他对医者使命的理解

更为深刻。“我们要发扬先烈无私奉献和勇

敢战斗的精神，坚决守护人民健康。”

通过参加走读活动， 上海市公共卫生

临床中心护理部副主任赵亦红也感悟良

多。“学习革命先烈的精神， 更让我们明晰

肩负的责任和使命，我们必须慎终如始，做

好疫情常态化管理。”

英雄讲习所是龙华革命烈士纪念馆的

一处党课课堂，木窗、水磨地、原木色的书

桌和条凳，教室风格简单质朴，身处其中，

让人仿佛回到了那个风起云涌的二十世纪

20年代。走读教育前，一堂微型党课在此开

讲。 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党史研究专家黄

金平作了题为《浦东开发开放：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的生动实践》的讲座。

通过网络直播， 这堂微型党课还传到

了上海市胸科医院。在这个主会场，中共上

海申康医院发展中心委员会召开党史学习

教育动员会，正式启动“党旗在基层一线高

高飘扬———申康党委系统迎接中国共产党

成立100周年”主题系列活动。据悉，这是申

康党委系统首次联合系统各单位举办的大

型群众性宣传教育活动，主要内容包括：展

现基层党建风采与医疗卫生事业所取得突

出成就的“医院建设发展巡礼”；由医务专家回忆峥嵘岁月，讲述

红色历史 ，畅谈理想情怀的 “医务专家口述历史 ”；通过 “微党

课+健康走读”方式，寻红色根基，承红色基因的“微型党课走读

教育”；守护申城百姓健康，组织党员专家开展线上线下义诊的

“百名专家义诊”；以赛促学，掀起学习党史、践行初心使命热潮

的“党史知识竞赛”；展示医务工作者奋发向上、朝气蓬勃精神面

貌的“经典歌曲传唱”。

构建儿科中西医协作诊疗网络

儿童医院牵头，拟选取20家单位试点

本报讯 （记者李晨琰）中医诊疗技术融入儿联体建设，基层

医疗机构有望共享上海市儿童医院医疗资源。日前，记者从上海

市儿童医院获悉， 由该院院长于广军领衔的新一轮中医药三年

行动计划项目《“互联网+儿联体”框架下的儿科中西医协作诊

疗网络建设》，拟选取5家二、三级医院和15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试点，共计20家单位，构建儿科中西医协作诊疗网络。

具体而言，合作内容包括中西医结合诊疗模式建设和推广，

名中医学术经验推广宣教，优势病种中西医结合诊疗方案制订、

中医适宜技术推广与应用等五大方面进行互联网的建设。

上海多区继续实行“五年一户”限定
各区昨公布2021年义务教育招生细则

本报讯 （记者王星）昨天，上海各区教育

局公布 2021 年义务教育招生细则，包括公办

小学划片范围、公办初中对口方式、民办学校

招生计划、本市户籍人户分离实施细则等。记

者梳理后发现，根据“相对就近、免试入学”的

原则，今年本市公办小学、初中招生政策基本

保持稳定，多区继续实行“五年一户”政策。今

天起，上海 1400 多所义务教育阶段公民办学

校将开始举行网上“校园开放日”。

在公办小学招生方面， 各区根据以往惯

例，按照居委、小区或门牌等划定招生入学范

围；在安排方式上，先安排户籍地与实际居住

地一致的适龄儿童就近入学， 再根据区域内

实际情况统筹安排本市户籍“人户分离”适龄

儿童入学。

在公办初中招生方面，除静安、徐汇、长

宁部分学校继续实施往年的小升初电脑派位

外， 其他中心城区仍主要采取一所或几所小

学对口一所中学的对口方式， 郊区主要采取

划分地段范围的对口方式。

记者注意到，2021 年，徐汇、静安、长宁、

杨浦、黄浦、宝山、浦东、闵行、嘉定等区均继

续提到“五年一户”限定。相比去年，今年还新

增了松江区。 根据《2021 年松江区义务教育

阶段学校招生入学实施细则》，2021 年起，松

江区将对于区域内入学矛盾突出的学校逐步

实施“五年限一户”，每户房产地址五年内只

享有一次同校对口入学机会（多胞胎、二胎除

外），即从 2022 年起，申请入学的同一居住类

房产地址未安排对口入学须满 1 年， 以此类

推，直至满 5 年。

此外，松江区拟实施“以户籍迁入年限排

序”，即“人户一致”对口入学人数超出学校招

生计划数时， 由原先按房产证年限排序调整

为按户籍迁入年限排序，此政策 2024 年起正

式实施。

在民办学校招生方面， 今年家长可填报

1 个民办学校报名志愿， 并可填报 1 个民办

学校调剂志愿。 如民办学校报名人数小于或

等于招生计划的，全部录取；如民办学校报名

人数超过招生计划的，5 月 17 日至 18 日，各

区使用全市统一的软件， 组织实施电脑随机

录取。

今天起， 上海 1400 多所义务教育阶段

公民办学校将举行网上 “校园开放日”， 开

放时间不少于 7 天。 各区已在区教育网站或

微信公众号集中公布学校网上 “校园开放

日” 时间安排和开放方式。 “校园开放日”

不与招生录取挂钩， 其间学校将不组织报名

或变相报名 ， 不举行任何形式的测试 、 测

评、 面试、 面谈或调查， 不收任何学生的简

历等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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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大思政课”为载体推动党史学习进校园
松江区10家单位被授予“上海市‘三全育人’校外思政教育基地”铭牌

本报讯 （记者储舒婷） 自 2018 年教育

部启动 “三全育人” 综合改革试点工作， 上

海市作为首批综合改革试点区于 2020 年完

成综合改革试点任务。 今年 2 月底， 教育部

和上海市又签署了新一轮部市共建合作协

议 ， 创建 “三全育人 ” 综合改革全国示范

区。 日前， 市教卫工作党委、 松江区委举行

理论学习中心组联组学习会 。 会上传出消

息： 上海将支持松江区创建 “三全育人” 示

范城区， 进一步深化区教合作， 强化 “市—

区—校” 协同联动， 着力从三个方面完善党

委政府 、 学校 、 家庭 、 社会协同育人的机

制。 松江区也将结合高校集聚等区域特点，

以 “大思政课” 为载体， 推动党史学习进校

园， 讲好党的故事。

按照双方签署的 《支持松江区创建上海

市 “三全育人” 示范城区的协议》， 将共同

推进区校理论武装共建计划、 党建资源共享

计划、 思政课程共创计划、 日常思政共育计

划、 人才队伍共培计划等一系列重点举措，

扎实推动党史学习教育走进青少年群体， 用

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 作为协议的重要内

容和推进 “开门办思政” 的重要举措， 市教

卫工作党委、 市教委向松江辖区内的上海天

文博物馆、 陈云与松江区农民暴动史料展等

10 家单位授予 “上海市 ‘三全育人’ 校外

思政教育基地” 铭牌， 发掘整理其中蕴含的

思政教育资源并向大中小学开放， 变思政小

课堂为社会大课堂 ,让爱国主义深入人心 ，

让劳动教育、 科技创新教育等落地生根。

松江区将发挥松江大学城教育资源优

势， 深化大中小幼德育一体化建设， 支持高

校打造 “课程思政” 升级版， 建强 “中国系

列” 品牌金课， 促进高校育人资源辐射中小

学 。 同时 ， 还将深化校内外育人一体化建

设， 注重整合松江红色文化、 海派文化、 江

南文化资源和高校办学遗迹、 校史故事、 经

典建筑 、 红色地标 、 文博藏品 、 大师精神

等， 实现高校的多元文化和地方的特色文化

深度融合。 同时， 松江将深入推进长三角育

人一体化建设， 探索长三角区域一体化育人

的制度体系和路径模式， 为全国区域一体化

发展提供示范、 积累经验。

松江区还将在各学段全面推进立德育

人， 构建全覆盖、 有侧重、 螺旋上升的基础

教育思政教育体系。 其中， 高中阶段以理想

信念教育为重点， 开展 “青年马克思主义者

培养工程”。 据悉， 松江二中已在全市范围

率先实施 “青马工程”， 学员在高中阶段进

入 “班级团支部政治学习、 校级党章学习小

组、 区级共产主义学校” 三级培养体系， 进

入大学后将由高校接续培养。

纪念谢希德先生诞辰100周年
本报讯 （记者姜澎 吴金娇）昨天是复旦大学原校长、中国

共产党优秀党员、著名教育家、上海市第七届政协主席、中国科

学院院士谢希德先生诞辰100周年纪念日。

为深切缅怀谢希德先生为复旦发展和教育科学事业所作出

的卓著贡献， 学习先生崇高的精神品格， 纪念谢希德先生诞辰

100周年座谈会昨天在复旦大学江湾物理楼举行。上海市科协相

关同志、谢希德先生生前学生代表、校友代表、兄弟高校代表、复

旦大学师生代表等参加座谈会。从昨天起至4月2日，谢希德先生

诞辰100周年纪念展在邯郸校区光华楼二楼志和堂展出。

上海市政协副主席张恩迪出席。

上海早餐工程，让一顿饭吃出科技感
加快布局数字门店、试点“分布式智能取餐柜”模式等

本报讯 （首席记者徐晶卉） 通

北路 BK24 光明便利屋门口， 一组富

有科技感的自助售货机十分吸睛： 去

年亮相的 “网定柜取” 取餐柜已是标

配， 支持 “手脉开门” 及自动加热的

无人早餐柜 、 饮料柜能节省不少时

间， 连最新的 “数字人民币” 也可以

使用。

记者在现场看到， 最普通的香松

蛋黄酱三角饭团售价 3.9 元， 触摸智

慧屏， 将商品放入 “购物车”， 扫码

付款后， 智能取货架便会在左侧的柜

子里完成取货 、 加热 、 出货的全过

程。 现场工作人员介绍， 这台机器采

用最新的中心加热技术， 能保证早餐

均匀受热 ， 加热 20 秒的饭团刚刚好 ，

而对于不同品类的早餐， 门店也提前做

了时间设定。

一顿日常早餐， 也能吃出科技感。

上海早餐工程去年迎来升级版， 今年则

将通过数字化赋能建设智慧化早餐。 市

商务委相关负责人表示， 今年计划新建

早餐网点 1120 个， 截至目前， 全市 16

个区共计新增早餐网点 277 个， 已完成

全年计划数的 25%。

“早餐工程今年将聚焦产业园区、商

务楼宇、新建大型居住社区、医教集聚区

等加快补填早餐网点， 积极实施数字化

赋能早餐工程， 进一步提升早餐服务品

质。”市商业联合会常务副会长吴星宝透

露， 上海已初步探索出适合不同区域的

早餐服务模式———针对园区，形成“便利

店+早餐”“流动餐车+早餐 ”“智慧早餐

车”等服务模式；针对商务楼宇，形成“网

订柜（店）取”“流动餐车+早餐”“智能早

餐柜”等服务模式；针对大型居住社区，

形成“早餐驿站”“流动餐车+早餐”等服

务模式； 针对医教集聚区， 形成 “新零

售+早餐”“网订柜（店）取”等服务模式，

结合重点区域实际情况， 因地制宜推进

早餐工作建设，提升早餐服务覆盖面。

市商务委相关负责人表示， 上海未

来将加快智能取餐柜等智慧终端布局，

不断创新供给方式。 一方面， 加快布局

数字门店， 全年计划新 （改） 建示范点

200 个， 加载智能取餐系统， 引领行业

数字化转型； 另一方面， 试点 “分布式

智能取餐柜” 模式， 鼓励全家、 罗森、

肯德基等选择商务楼宇及地铁沿线网

点， 依托门店配送优势， 发展 “门店+

分布式智能取餐柜”， 解决门店成本高、

辐射范围有限的问题。

为了进一步优化即时查询功能， 市

商务委已启动制作早餐地图， 综合早餐

网点基础信息管理、 数据采集更新、 数

据分析应用等功能， 对全市各类早餐网

点情况进行动态管理， 并将实时更新的

上海早餐网点信息与市大数据中心对

接。 未来， 市民可通过 “随申办” 查询

身边的早餐网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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