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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唐闻佳

新年伊始，两大扎根上海医疗行业的“顶

流”再度牵手：1月28日，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

院与联影医疗技术集团有限公司签署新一轮战

略合作协议，双方在总结此前八年合作成果的

基础上，决定携手开启新合作，为贯彻落实健康

中国战略持续助力。

回望中山医院与联影携手走过的八年合作

路，也是一条我国高端医疗装备挺进全球的创

新突围路。

从中国首台3.0TMR的诞生，到中国首台

PET/MR的临床试验；从世界首台2米PET-CT

的全球率先应用，到世界首台5.0T磁共振的落

地……迄今，中山医院已安装30多款联影的产

品，打破进口依赖格局。更重要的是，通过高水平

应用示范，中山医院助力民族品牌不断走向成

熟，与联影共同引领了一系列世界一流产品和技

术的开发，多个“中国第一”“全球首创”由此诞生。

当前，“中山—联影”产医融合创新模式，已

然成为全国乃至全球的创新标杆。

“生产者”与“使用者”完美对
接，融合创新走新路

就在两个月前的2021年11月3日，在2020

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上，由联影牵头、中

山医院深度参与完成的“高场磁共振医学影像

设备自主研制与产业化”项目，荣获国家科学技

术进步一等奖。这是高端医疗装备行业首次斩

获这一科技领域最高荣誉。

这个“一等奖”，包裹着一场技术源头的创

新攻关。“十三五”以来，国家大力推动产学研医深

度融合创新，联影携手数十家顶级科研院所、医院

先后承担十项科技部数字诊疗装备重点研发专

项。其中，中山医院是联影最离不开的“战友”。

“临床检阅，是对新生的国产医疗装备的艰

难试炼。幸有一批有高度精英自觉与民族使命

感的专家，耐心打磨、善意鞭策，性能指标得以

达到最优。”在联影的创业大事记中写着这样一

段话。而这些专家里，中山医院放射科主任曾蒙

苏的名字，被多次提及。

“作为联影最早一批临床装机用户，最初，

我们对国产3T也是抱着严谨的质疑态度。”早

在2015年，曾蒙苏就开始帮助联影优化临床图

像的工作。以肝脏肿瘤动态增强扫描为例，早期

扫描图像质量差强人意，但通过双方紧密协同，

实现了高效迭代优化，再结合临床需求，共同开

发了光梭成像平台下自由呼吸多期动态扫描，

为临床科室提供了前所未有的丰富诊断依据。

曾蒙苏的“投入”，并非个人行为，而是一家

公立医院的“坚持”。

此前很长一段时间里，国内大型医院的影

像设备基本全部靠进口，一提及MRI、CT、PET-

CT……进入脑海的首先是几大“洋品牌”。由于

没有其他选择余地，“洋品牌”价格也居高不下，

支出占比始终降不下来。

“国产医疗设备需要更多发展机会，与公立

医院合作、互助，才能不断改进、完善成长。”中

山医院院长、中科院院士樊嘉至今难忘医院里

很多专家与联影国产设备初次照面的心情——

“第一次相遇”，就此开启一个关于改变的传奇。

2014年，中山医院与联影医疗开启正式合

作，中山医院不仅决定做“第一批吃螃蟹的人”，

引入联影全线影像设备、成为国内最早的国产

品牌应用示范之一，更重要的是，当年，中山医

院便成立专家小组，由院领导、放射科、核医学

科、设备材料科等负责人共同参与，实现了“生

产者”与“使用者”的完美对接，开启了以“赶超、

超越”为关键词的医企融合自主创新道路。

打破医学界“刻板印象”，中
国造“全球新”产品挺进海外市场

短短三年后，2017年，上海联影自主研发

的PET-CT实现“走出国门”的第一步，首台“中

国智造”医疗设备在日本成功安装并运转。

PET-CT技术是业内公认的高精尖技术，全球

少数几家可以自主研发，极具标杆意义。业内一

致评价：上海联影自主研发PET-CT，中山医院

功不可没。

早在2015年底，联影的机器在中山医院安

装，次年3月投入临床应用。据团队初步统计，仅

PET-CT软件操作系统，临床医生、技术团队就合

作修改了7个版本。可以说，国产PET-CT正是在

一次次改进中不断优化、迭代。

对此，中山医院核医学科主任石洪成尤为感

慨。他始终难忘2015年3月中旬的一天：在日本冲

绳召开的中日核医学座谈会，专家云集，演讲台

上，石洪成借助联影PET-CT采集的高清临床图

像分享中国核医学临床与科研最新进展。“心里真

的非常骄傲，这是中国的设备做出的图像，第一次

展现在国际舞台上。”中国的高端医疗设备到底行

不行？打破国际医学界的“刻板印象”，靠的就是这

样一次次的亮相与突围。

从2014年到2021年，中山与联影联手，直

接产出多个“第一”。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两项

世界级创新产品：全景动态扫描PET-CTuEX 

PLORER和全身超高场强5.0T核磁共振。2019

年，中山医院安装了由联影与其联合开发的全球

首个PET-CT全身成像系统uEXPLORER；2021

年，全球首款人体全身5.0T磁共振uMRJupiter

进驻中山医院，正式进入临床试验阶段。如今，

这些“全球新”高端医疗设备不仅进入了中国的

医院，更进入以标准严苛著称的日本、美国的高

水平医疗机构。

“中山—联影”模式产生的科技成果，除了摘

获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1项以外，还获批国家级

科研项目5项、省部级重大项目9个，开展10项国

际先进技术攻关，获得发明专利11项。

“医—研—产—医”创新循环，
结出合作“最大无形成果”

“联影受益于中山医院之处远不止于此。”联

影集团董事长薛敏表示，双方深度合作、共同磨

合，不仅形成了一系列国际领先的产品与成果，探

索出一套先进的产医协同创新的具体模式和方

法，开启了独有的合作创新模式，对双方发展、国

家医疗科技的长足进步具有更深远的意义。

剖析“中山—联影”模式的内涵，记者从中山

医院首先听到的一个词，就是“创新”。“创新”是双

方携手的缘起。中山医院从临床前沿问题出发，提

出需求，引领设备研发；联影公司通过不断摸索工

艺和生产流程，实现中山医院研究的先进技术；中

山医院再对产品进行不断优化赋能，使之成为符

合临床应用需求的成熟产品；成熟产品的推广应

用又可催生新的研究课题，开启新一轮临床研究

和服务创新……这，就是中山和联影建立的“医—

研—产—医”创新循环。谈及和联影的合作，中山

医院副院长顾建英感慨：“开创了我国大型公立医

院与先进民族医疗企业合作的新模式。”

诚如业内所言，构建世界级医学高峰，离不开

国内顶尖医院与民族企业的升维发展，中山医院

与联影的合作成果除了产品、科技成果、应用平

台，最重要的财富就是“中山—联影”的合作模式，

这也被誉为双方合作的“最大无形成果”。

过去8年，联影30多款产品相继落户中山医院，产医融合创新助力民族品牌快速成长，打破进口依赖

“中山—联影”模式何以被誉为全球创新标杆

本报讯 （记者顾一琼）赶
前抓早！昨天，徐汇区与临港集

团、上海仪电、上实集团等14

家国有企业集中签署新一轮战

略合作协议，大力发展以“五型

经济”为重点的新业态结构，全

力打造数字经济、生命健康、文

化创意、现代金融4个千亿元

级战略产业集群——将在研发

平台搭建、共性技术开发、场景

应用示范等关键环节上扩大和

深化合作，加快产业集聚，提升

产业发展的聚合力、策源力、牵

引力；同时，抢抓元宇宙、绿色

低碳等新赛道，寻求新增量、创

造新变量，打造更高能级、更有

活力、更可持续的产业生态。

参加签约的临港集团等国

有企业，将专注于推动徐汇特

色产业园区深化发展，打造徐

汇区产业能级提升的助推器、

发动机。譬如，优化漕河泾新兴

技术开发区等重点园区的空间

品质，完善园区配套服务，推动

职住平衡和产业结构优化。同

时大力推进航天、乔高综合体、

北杨人工智能小镇、生命蓝湾

等特色产业园建设，加快形成

产业要素与城市功能协同发展

的新型特色产业园区。

2021年，徐汇区“五型经

济”加快成势——创新型经济，

以科技创新引领发展，原始技

术创新不断涌现，去年全社会

研发经费支出相当于GDP比重

达9%，每万人发明专利拥有量

131件，居全市第一；服务型经

济，去年全年现代服务业实现营

收4000亿元以上，同比增25%；

总部型经济，全年新增跨国公司

地区总部10家、外资研发中心7

家；开放型经济，积极融入长三

角一体化等国家战略，全年实现

外贸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14%；

流量型经济，以数字化转型为抓

手，壮大在线新经济，不断扩大

消费的流量效应，全年社会消费

品零售总额同比增15.2%。

此次与国企签约，徐汇区将积极探索互利共赢

的区企合作模式，深化在城市更新等方面合作。今

年，徐汇区将进一步加快城市更新步伐，着力优化城

区功能。计划产业类重大项目开工145万平方米，竣

工110万平方米，打好徐家汇、徐汇滨江、漕开发、华

泾“四大战役”，提升区域整体发展能级。同时，提升

交通功能，打造完善综合立体的现代交通网，加强

道路交通“微治理”，实施宛平路等5座过街人行天

桥加装电梯工程，新增300个共享停车泊位、2000

个公共泊位、300个公共充电桩。疏通支路微循环，

打造空间复合、全龄友好的慢行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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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张天弛）申城今天将迎来农历牛
年最后一波冷空气。受冷高压影响，明天除夕将是近

期天气最好的一天，本市将在阳光普照中迈入新春

佳节。

根据上海中心气象台发布的信息，春节期间本

市平均气温较常年同期（5.5℃）偏低，7天假期最高

气温在6℃至9℃之间，最低气温大都处于1℃至3℃

区间。其中明天和正月初五早晨，受冷空气和辐射降

温双重影响，本市气温下降明显，市区极端最低气温

接近1℃，郊区更低达-4℃至-2℃，有薄冰或冰冻。

降水方面，春节长假期间，本市以多云天气为

主，将出现过程性降水，分别在正月初二至初三和初

六后期，其中初二夜间有小雨或小雨夹雪。风力方

面，初二至初四，长江口区东部和上海市沿海海面阵

风7至8级。

气象专家提醒，明天早晨，本市局部地区有雾，

春节前期的降雨也会带来路面湿滑，市民出行需注

意安全。

春节假期气温偏低，
两场降水将影响申城

30分钟，这是同城外卖配送的标准时

间。为满足留沪过年年轻人在家烹饪年夜饭

的刚需，一批老字号、新品牌年夜饭预制菜已

上线，半小时可送到家，半小时可烧一桌菜。

5分钟，这是不少人从家门口到社区食

堂的步行时间。满足在家过年的老年人需求，

不少社区食堂推出现制现售的八宝饭、酱鸭、

手工蛋饺等菜品，备好年夜饭。

关注留沪过年的年轻群体，也关心在家

过年的老年群体，今年上海的年夜饭市场有

一些新变化。无论是30分钟配送的速度，还是

5分钟生活圈的温度，这些因人而异、因地制

宜的年夜饭新吃法都充满暖意。

30分钟送到家，帮年轻
人快速烧顿年夜饭

在上海某外企工作的徐闻今年取消了回

四川老家的行程，决定留沪过年。徐闻去年刚结

婚，夫妻俩平时工作忙，过年准备在家烧一顿大

餐，招呼留沪的朋友一起吃个年夜饭。“我已经

在本地生活服务平台上看好了眉州东坡的年夜

饭套餐。”徐闻说，过年想吃点家乡菜，将在农历

虎年除夕当天下单东坡肘子、传统地道毛血旺

等菜品，再选几个预制菜，30分钟就能送到家。

饿了么预制菜项目负责人台永强发现，除

了现成的年夜饭外卖之外，今年预制菜和半成

品菜成了年轻人春节聚餐的新选择，目前平台

上能提供预制菜的品牌已超过千家。比如，上海

清美定制了多种年夜饭套餐，囊括本地特色的

冷菜、热菜、点心等菜品，加热即食。

“留沪的年轻群体很少做饭，而预制菜只需

简单烹饪，送到家后30分钟就能做好一桌菜，

既节省时间又提升生活乐趣。”台永强透露，春

节前一周，饿了么平台上的预制菜套餐订单环

比上月增长近两倍。

首次尝试构筑线上线下融合的年夜饭场

景，今年百联旗下的“i百联”也发挥平台优势，

联合誉八仙、大董、食庐、红楼宴、老正兴等餐饮

品牌的14家门店，推出年夜饭到家服务。百联

全渠道CEO王晓琰介绍，部分套餐由门店大厨

当日烹制，提供闪送服务，让“超短保”的年夜饭

能以最快速度送到餐桌。

5分钟买到年菜，社区老人
过年更方便

下午，往往是社区食堂最清闲的时候，但这

几天，华泾镇首家长者食堂“合缘饭堂”里热闹

不已。掌勺大厨纷纷出场，撸起袖子制作手工蛋

饺、肉圆、八宝饭等。“这些都是上海人年夜饭桌上

的必备菜，提货的都是社区老人，下个楼5分钟步

行就能买到年菜。”饭堂负责人蒋平说。

“年夜饭下楼买”这个创意其实来自老人的

刚需。原来，“合缘饭堂”位于华建一街坊，服务

周边2000户居民，又以老年人居多。去年10月

开张后，这里成了很多老人一日三餐的首选地。

前段时间，独居老人金阿姨吃饭时提出，能否让

社区食堂帮忙配置一个“全家福盆菜”，“孩子们

肯定要回来团聚的，阿拉年纪大了，烧不动了”。

金阿姨的建议被社区食堂听在心里，变成

了暖心服务。食堂立刻组织大厨，推出“家的味

道、小时候记忆”年菜服务，与商业机构的套餐

相比，这些菜品或配料就太朴实了，八宝饭、手

工烧麦、蛋饺是几乎家家户户都会制作的年菜。

为了老人们那一句“妈妈的味道”，食堂全部手

工制作，还分为小份或大份，“我们希望为老人

们减少买菜、切菜、配菜的程序，解决他们过年

吃饭的后顾之忧”。

在老人们步行可及的社区生活圈内提供服

务，不少社区食堂春节也不打烊。虹桥社区AI

食堂今年也迎来运营后的首个新年，食堂负责

人张韵啸说，考虑到附近居民春节期间一些简

餐的需求，食堂里的智慧面档将无间断提供服

务——由机械臂调度进行烹饪出餐，全程只需

2分钟，“我们希望借由这一碗热乎乎的祝福

面、温暖面，让更多老人感受到春节的暖意”。

其实，无论是为年轻人服务的速度，还是为

老年人服务的温度，让在沪过年的每个人都感到

暖意，这也是上海这座人民城市最动人的底色。

关注留沪过年的年轻人，也关心在家过年的老年人

30分钟与5分钟：年夜饭新吃法充满暖意

虎年将至，申城年味渐浓。受疫情零星散

发的影响，不少人选择取消行程留沪过年。正

在打造国际消费中心城市的上海，能为留沪

过年的消费者送上怎样的商业大餐？

记者近日走访上海多个商业体，感受到

众多新意：年货纷呈，老字号亮出新花样，

最大程度满足就地过年需求；国潮涌动，传

统文化在新潮国风带动下有了新呈现方式；

标新立异，商场用更多新尝试引领时尚、定

义潮流。

年货出新 满足就地过年需求

南京路步行街向来是食品类老字号品牌

扎堆的地方。满足在沪过年消费者吃好的需

求，“年货大街”已热闹起来。

王老伯和老伴一大早就从宝山区赶来，

在新雅粤菜馆大堂的“年货街”转了一圈，手

推车里装上一款498元的半成品礼盒，还有

一些熟食和腊味。王老伯说，儿女都在深圳工

作，原本老两口春节打算飞过去和子女团聚，

前几天决定响应号召留沪过年，赶紧来采购

年货。

“南京路上一家门店，一天的半成品营业

额就能达到五六十万元，预计这几天还有上

升。”新雅相关负责人介绍。

对面的三阳南货店，上午刚送来的一批

传统八宝饭已售罄，新一批货源正在从工厂

赶来。经理助理楼晨表示，今年三阳南货店

推出了桂花糖年糕以及板油黑洋酥两款新

品，与八宝饭等一起组成“年味四宝”礼

盒。不仅如此，门店还首次与上海新世界城

“组团营销”推出“三阳开泰新世界”活

动，在新世界城购物满一定金额，就能获得

三阳送出的年货。

南京路步行街是上海打造国际消费中心

城市的核心承载区，就在几天前，南京路步行

街中段的新世界大丸百货推出“新春福袋活

动”，以创新购物场景带动消费。1月22日至

23日实现销售3026.3万元，较去年同期的

2187.9万元增长38.3%，。

国潮涌动 别样感受传统文化

獬豸、行什、天马……这些都是北京紫禁城

里的祥禽瑞兽，盘踞少年文学热卖榜前列的《故

宫里的大怪兽》讲述了一个神兽“活”了的故事。

如今，故事里的场景被搬到了商场里。这是虹桥

南丰城为新春佳节策划的活动之一：打开通向

奇幻世界的大门，众多中国传统神兽出没，飞檐

走壁，邀消费者打卡有趣的新春合家欢游戏。

把国潮和非遗搬进购物中心，背后有着商

场自己的理念。虹桥南丰城相关负责人认为，春

节是传统文化元素最丰富的场景之一，与国潮

相结合，既是传统文化情感传承的一条纽带，也

是购物中心推陈出新的营销方式，年轻人在新

的场景中，可沉浸式参与互动游戏、体验古法工

艺，身临其境地感受到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

越来越多的商业体发现，在国潮的大框架

之下，把经典符号元素、民俗文化非遗元素、现

代文化元素等进行融会贯通，能真正体现多元

的“国潮韵味”。今年豫园迎新春系列主打“上海

老味道、非遗新体验”，融年礼、年俗、年味和年趣

于一体，就是要勾连蕴含在年味中的文化和情

感。1月18日起，“新春非遗手作课堂”开门迎客，

在百年药店自制草本香囊、跟上海宝藏爷叔学

扎兔子灯、听名师解读非遗灯彩技艺……消费

者可从中体会匠心匠艺，感受国潮文化。豫园文

商集团高级副总裁关卓表示，豫园商城搭台引入

非遗匠人，涵盖剪纸、皮影等类目，以市集展演或

传艺课程形式打造完备的非遗体验基地。

标新立异 用新体验引领时尚

除国潮与传统民俗文化相伴外，充满未来

感的新体验也为春节商业大餐“加分”。在兴业

太古汇北厅，一个名为“快乐引擎”的大型交互

装置就像“超时空空间”，邀消费者开启超越现

实之旅。相关负责人表示，春节期间，商场还将

首次推出“艺术外卖”活动，将传统与创新融合

的艺术活动打包送入现场。消费者有机会预定

心仪的“艺术体验餐点”，尝试沉浸式定制体验。

同样是迎新，百联股份则首次尝试串联起

旗下的各大商场，共同叩开“科普拜年”的大门。

记者了解到，消费者可在第一百货、永安百货、

百联中环等13家门店参加“太空梦想家”活动，

包括幻想星空、发光的银河系等近20场课程，

了解航天知识与技术、激发探索宇宙的热情。而

百联与上海自然博物馆合作的“百联 ·自然趣玩

屋”活动则通过十余种有趣课程，鼓励孩子到社

会大课堂中去开拓视野，丰富新春假期生活。

有专家分析，商业发展与迭代需极强创新

能力。一方面，元宇宙等前沿概念经商场策展更

快被认知；另一方面，春节期间的新玩法新体

验，也有助推动上海商业引领时尚、定义潮流。

就地过年，享受带年味的“商业大餐”

■本报记者 徐晶卉

■本报记者 徐晶卉

 三阳南货店新春活动受热捧。本报记者 袁婧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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