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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虹口院区，急诊大厅人山人

海的场景不复。院方介绍，近几日急诊日均接诊量300余

人次，发热门诊就诊量已降至个位数。反之，门诊接诊量

日均5000余人次，医疗服务量已基本回升至正常水平。

昨天，记者采访沪上多家医院获悉，各大医疗机构已

逐渐迎回正常诊疗秩序。与此同时，不少医疗机构新推

出的“新冠康复门诊”，以及各大医院儿科迎来“就诊热”。

就诊患者结构变化，支援力量陆续撤出

急诊、发热门诊就诊人数明显下降，患者候诊时间大

大缩短，类似情况在沪上多家医院出现。

“这几天门急诊日均接诊量约9000余人次，急诊量

从最高峰时的日均2000余人次下降至700多人次，门诊

已恢复至原来的八九成。”分析近期就诊情况，市第十人

民医院医疗事业部主任左克强直言，就诊患者结构发生

明显变化——呼吸内科就诊患者数锐减，与之相对，心脑

血管疾病患者、肿瘤患者等较前两个月增加，择期手术、

放化疗等救治已恢复至九成以上。

随着新冠患者就诊数量明显减少，各科室派至急诊、

发热门诊的支援力量也在陆续撤出。海军军医大学第一

附属医院（上海长海医院）急诊科主任王美堂介绍，目前发

热门诊、急诊就诊量明显回落，医院秩序正逐步恢复，因疫

情而延后的择期手术量也在快速上升，逐渐回归常态。

住院、手术有序恢复，元宵节后或迎小高峰

随着专科力量全面回归，各大医院的住院、手术工作

也在全面有序恢复中。

在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2个月大的凯凯从心脏

重症监护室转至普通病房。这个刚出生不久的宝宝患有

严重完全性大动脉转位，错过最佳手术时机，生命危在旦

夕。一家人不远千里，奔沪求医。

经过复旦儿科心血管中心专家团队全力救治，凯凯

的心功能逐渐恢复，生命体征趋于平稳。“目前专科门诊、

手术基本恢复了正常，团队正加足马力，为患儿生命保驾

护航。”复旦儿科心胸外科主任叶明说。

记者从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获悉，该院专科门诊

已全面复苏，1月29日至30日两天专科门诊日均接诊量

约5000余人次，肾脏科、消化内科、神经内科、血液科等

就诊量已全面回升。院方预估，不少慢性病患儿都选择

在寒假期间随访，元宵节后就诊还将迎来一波小高峰。

在上海市浦南医院，各病区的原有单元功能也已恢

复，正常开展住院患者收治。“2月1日起，医院门诊已全

面恢复正常诊疗秩序。前期应急支援发热门诊、急诊、

ICU的支援队伍的医护也都回到原先的工作岗位上。”浦

南医院门急诊办公室主任董鹤萍介绍，春节期间患者住院量较往常有增加，各

科手术从年初七开始陆续恢复，外科、骨科、甲乳外科均已出现手术小高峰。

推“阳康”体检套餐，助患者早日康复

眼下，不少市民尤为重视“阳过”后的康复治疗，老年群体也愈加重视健康

状况和慢性基础性疾病的管理。

记者从嘉定区卫健委获悉，考虑到部分“阳康”人群仍存在咳嗽、胸闷气短

等症状，嘉定区中心医院、南翔医院、安亭医院、嘉定区中医医院等纷纷推出

“阳康”体检套餐。体检项目主要针对新冠可能引发的呼吸系统、循环系统、免

疫系统的症状而定制套餐。

针对感染后康复期人群，不少社区医疗机构也推出了新冠康复门诊，市民

在家门口即可享受便利诊疗服务。今年初，浦东新区金杨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在全市基层医疗机构中率先推出“新冠阳康中医调理门诊”。“调理门诊周一至

周五全开，向居民提供中药内服、中药熏洗、艾灸、针刺、推拿、穴位敷贴、传统

功法等中医诊疗服务。”中心主任唐岚告诉记者，目前门诊日均就诊量100余

人次，最高峰值达200余人次，颇受居民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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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李晨琰

随着上海“城中村”改造不断推进，

这两天，宝山区罗店古镇“城中村”项

目传来捷报——一期回迁房启动分房，

古镇整体改造规划也进入审批阶段……

一座沉淀着700年历史文脉的江南古镇

迎来新生。与其他“城中村”改造项目不

同，罗店古镇地块是宝山区唯一一个结

合历史风貌保护的“城中村”改造项目，

无先例可循，堪称一次重要创新。改造

过程中，绝大部分旧宅将被拆除，但对于

古镇独特的空间形态肌理“三湾九街十

八弄”给予保留，对于部分有历史保护价

值的老建筑施行修复，并赋予全新功能。

未来，罗店古镇有望打造成为一处

集文化遗产、历史活化、文创体验等为一

体的复合型文旅商业聚集地，以全新IP

形象融入百姓生活。

“一户一策”解决现实难题

青砖黛瓦、船舶汽笛、不远处的

宝山寺……70岁的黄老伯这些天带着智

力发展迟缓的儿子在老宅周遭再走走看

看，同时也迈过罗溪路，看看道路那边一

点点造起来的新家。黄老伯是村里首户

签约的村民，也因为家里特殊情况，成了

最后一批搬迁的人，“让孩子尽快熟悉新

家周边的环境”。

宝山寺、花神广场之间“夹”着一块

核心居住区，这里就是罗店古镇。杂货

铺林立、旅馆密布，并与农民自建房合围

成一片“城中村”。黄老伯的家就在这

里，虽然推窗即见古色清幽的宝山寺，但

居住环境堪忧，老宅砖木结构开始松动，

临河潮湿，厨房、卫生间墙壁经常发霉。

半年前，罗店镇东南弄村启动改造，

黄老伯第一个签了约。“每次家人需紧急

送医时，村委会干部二话不说开来私家

车，解了燃眉之急。我相信他们不会亏

待我。”相关部门成立了旧改工作专班，

“一户一策”解决现实难题。签约即搬

家，这是村民们共同商量定下的规矩，为

的是加快土地腾退。但大家也为人性化

考量留了个口子，比如，考虑到智力残障

的孩子认识新家需要时日，大家同意黄

老伯一家等到新房装修好后最后搬迁。

每笔补贴费用明白写入合同

“老房子还容易些，最难的是不少

村民刚翻建完新房，投入不少财力精

力。要说动他们可费了不少劲。”专班

负责人金海龙这样介绍。三年前，60岁

的鲍琴娣大费周章将自家老宅翻新，屋

内硬装软装全都“上新”。没想到，入住

没多久，改造消息便传来了。鲍琴娣纠

结了，老宅翻新的投入眼看着要打水漂。

为了公平起见，改造专班引入第三

方评估机构，专为村民家中难量化的装

修投入“作价评估”。从一台空调的移机

费到地暖折算价，每笔补贴费用都明白

地写进合同。价格公道、考虑周全，拿到

了详实评估表后，鲍琴娣点了头，主动在

协议上签字。

为减少在外过渡的时间，罗店镇将

建成不久的安置房小区优先腾挪给城中

村改造项目的村民。眼下，鲍琴娣的新

房也正在装修中。126平方米的三室两

厅，既有放得下两张圆台面的大客厅，也

有朝南的双卧室，让她很满意。

还原江南风貌，体验水乡
慢生活

宝山区房管局副局长管正忠介绍，

对于罗店古镇的改造，这一模式更考验

项目方的资金平衡能力和商业运营水

平。根据初步规划，该“城中村”改造地

块将与毗邻的宝山寺、花神堂联动，以近

2公里的亭前街为轴线，借用四通八达的

水系串起古镇核心区。

为提升区域整体通达性，改造地块

计划与一河之隔的宝山寺架设直连通

道，河岸两畔铺设亲水步道、驿站，可游

玩、可休憩。

一幅江南风貌的水乡慢生活图景在

眼前缓缓铺开。该项目未来将以宝山寺

为核心，修复还原敦友堂等历史建筑，

“还将引入更多民宿创业者，融入围炉

煮茶、露营帐篷等乡野体验活动，也进

一步做长产业链，丰厚古镇经济。”

“城中村”改造保留“三湾九街十八弄”空间形态肌理，做长产业链丰厚古镇经济

可游玩可休憩，罗店古镇雕琢水乡慢生活图景
■本报记者 王嘉旖

本报讯 （记者沈湫莎） 衡量生态
环境好不好，就看鸟的翅膀往哪里

飞，鱼的尾巴往哪儿游。昨天是世界

湿地日，记者从上海自然博物馆与上

海市环境科学研究院联合打造的“修

复湿地家园”特别活动上获悉，这个

冬天，崇明东滩记录到 2900只小天

鹅，数量刷新近20年来的纪录，接近

上世纪80年代高峰期水平。小天鹅的

回归为上海这座生态之城添上灵动翩

飞的注脚。

湿地被誉为“地球之肾”，是自然

界重要的生态组成部分。位于长江入

海口的上海，拥有独特的长江口湿地

自然景观和丰富多样的湿地资源，被

称为“湿地上的城市”。据上海市生态

环境局生态环境保护督查专员孙晓红

透露，目前上海湿地面积达46.55万公

顷，包括崇明东滩、长江口中华鲟两

个国际重要湿地、两个国家级自然保

护区、两个省级自然保护区、两个国

家湿地公园和13个市级重要湿地。

作为国际经济、金融、贸易、航

运、科创中心的上海，有着一个不被

常人熟知的身份——国际湿地城市。

去年12月，联合国 《生物多样性公

约》第15次缔约方大会第二阶段会议

在加拿大召开，上海作为中国代表团

中唯一的直辖市代表，向世界展示了

城市生态建设、河口生态保护、生物

多样性保护、应对气候变化、落实双

碳战略等方面的生态文明建设探索和

实践成果，提供了“人与自然和谐

共生的现代化国际大都市”的“上海

方案”。

崇明东滩是典型的河口型湿地生

态系统，20世纪80年代，每年有3000

多只小天鹅在这里过冬。20世纪90年

代以后，受互花米草等外来生物入侵

的影响，崇明东滩小天鹅的数量每况

愈下，从数千只减少到几百只。到了

21世纪初，每年冬天只有数十只甚至

十几只小天鹅到访东滩，甚至一度绝

迹。随着东滩保护区生态修复的顺利

开展，近年来小天鹅在崇明东滩的数

量逐渐上升，2021年冬天记录到1000

余只，这个冬天记录到2900只，雪白

翩飞的身影吸引了大批观鸟爱好者。

活动现场，观众可以跟随镜头

“云逛”崇明东滩。据科研人员透露，

春秋两季会有大量迁徙中的候鸟途经

崇明，在湿地进行能量补给，每年冬

季也有大量候鸟选择在此越冬。除小

天鹅外，成群的雁鸭、国家重点保护

动物黑脸琵鹭也是崇明东滩湿地冬日

里的一道独特风景。

根据2022年上海发布的 《关于进

一步加强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实施意

见》，到2025年，上海湿地保护率维持

在50%以上。作为上海市优秀科普教育

实践基地和上海市综合实力最强的生

态环境科研机构，上海科技馆与上海

市环境科学研究院的专家团队，历时

一年联合开发了一套生态益智类卡牌

科普桌游《湿地生存法则》，这一面向

湿地自然教育的创新产品也于昨天同

时上线，未来将在本市部分中小学校

的科普活动中推广使用。

刷新近20年来纪录，接近上世纪80年代高峰期数量

崇明东滩记录到2900只小天鹅

据新华社杭州2月2日电 （记者许
舜达 严赋憬） 2月2日是第27个世界

湿地日。记者从国家林业和草原局获

悉，我国再新增北京延庆野鸭湖、黑龙

江大兴安岭九曲十八湾、江苏淮安白马

湖等18处国际重要湿地，总数达82

处；面积764.7万公顷，居世界第四位。

今年世界湿地日的主题为“湿地修

复”。当日，我国在浙江杭州西溪举办

主场宣传活动，并发布2022年度中国

国际重要湿地生态状况监测成果。结果

显示，我国国际重要湿地生态状况总体

保持稳定，湿地总面积比上一年有所增

加，水质呈向好趋势，水源补给状况保

持稳定；生物多样性丰富度有所提高，

分布有湿地植物2391种；湿地保护修

复成效明显，黑龙江、湖北、山东和海

南等地的退化湿地得到有效恢复。

《湿地公约》秘书长穆松达 ·蒙巴在活

动视频致辞中感谢中国作为《湿地公约》

第十四届缔约方大会东道国与主席国所

发挥的领导作用；赞赏中国不断完善法律

与政策框架，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湿地

保护法》和《全国湿地保护规划（2022-

2030年）》，强化国内湿地保护管理；并期

待中国作为《湿地公约》主席国在未来三

年引领全球湿地保护事业发展。

据介绍，“十三五”期间，我国安

排中央投资98.7亿元，实施湿地保护与

恢复工程53个，湿地生态效益补偿、

退耕还湿、湿地保护与恢复补助项目

2000余个，修复退化湿地面积46.74万

公顷，新增湿地面积20.26万公顷。

上图：广州海珠湿地。昨天，海珠国

家湿地公园等被列入国际重要湿地名

录。 新华社发（谢惠强摄）

地맺탂퓶맺볊훘튪쪪뗘88处

宝山寺与一河之隔的改造地块连成一幅江南风貌的水乡慢生活图景。 （采访对象供图）

（上接第一版）朱屺瞻艺术馆坐落于鲁迅

公园东北隅，以海派艺术大师朱屺瞻先

生之名命名，门口绿地经改建，为钟情梅

花的朱老“再建”了一片梅林，时下迎来

“玉兔呈祥——生肖艺术作品展”。走进

生态秀丽的黎安公园，能够邂逅临湖傍

水的美博美术馆，于此亮相的是“会心：

中国画九人展”。嘉定新城的陈家山荷

花公园里，藏有作为陆俨少艺术馆副场

馆的“荷享艺品”，玲珑精致，曲径通幽，

正在举办“墨染生春——上海中国画院

中青年艺术家沙龙作品展”。

在沪上一些热门旅游景点，美术馆

的嵌入让游览氛围更显文化味，亦更富

新鲜感。位于一栋清末民宅内的全华水

彩艺术馆，是国内首个以水彩画为主题的

艺术馆，已成为朱家角古镇不容错过的打

卡地。丁聪美术馆建在枫泾古镇，艺术的

结晶叠加迷你的园林，让人大呼过瘾。在

广富林文化遗址内，YOUNG· 拂尘庵美

术馆前不久启幕，将中式园林的山水景

观与当代空间的感官视角奇妙混搭，生

出迷人的张力。

而通过与商场、酒店、书店等别样空

间的梦幻联动，上海的美术馆还在创造

一些全新的可能。别看chiK11美术馆位

于K11购物艺术中心地下三层，似乎很

容易被忽略，却开了国内商场美术馆的

先河，也是整座K11的精华所在。不少

全球首展的举办地就在此处，例如时下

迎来的“石英高原的遗迹”就是艺术名家

丹尼尔 · 阿尔轩携手宝可梦的中国首

展。地处张江的昊美术馆，是万和昊美

艺术酒店的有机组成部分，也是开创国

内“美术馆+酒店”模式的鼻祖。尽管位

置并不黄金，它却因持续输出高品质展

览渐成上海的文化新地标，正在举办的

“乌雷：无量之物”就是艺术名家乌雷离世

后的首场亚洲机构展览，点燃了很多人的

观展热情。爱琴海购物中心里的明珠美

术馆，在国内首度探索“美术馆+书店”业

态，借由日本建筑大师安藤忠雄的设计，

与新华书店组成上下叠加的独特“艺文”

空间。这里的很多展览都与书籍、阅读有

关，开启一连串跨界合作的尝试。

期待“艺术+”生态更生动
也更有持续性

“上海现有的100家美术馆，功能重

复、类型同质的很少，这在国内是非常有

特色的，满足了不同人群的艺术审美需

求。”上海市美术馆协会会长朱刚认为，美

术馆对接不同的生活场景是令人欣喜的

现象，“公园、商场等地的人群和常去美术

馆的观众不太一样，美术馆嵌入形形色色

的公共空间，其实是在扩大‘朋友圈’，让

更多的美渗透到百姓的日常生活。”

有别于“独门独户”的美术馆，与公

园、景点、商场、酒店、书店等梦幻联动的

美术馆，也有望以文旅融合的新景观互

相导流，形成互为支撑的正循环。设立

在东京六本木森塔53层的森美术馆，与

52层一个360度环回观景台相连，“打

包”了艺术观展与城市景观俯瞰的双重

视觉体验，是日本人气最旺的美术馆之

一。路易斯安那现代艺术博物馆位于哥

本哈根以北35公里处的厄勒海峡岸上，

是丹麦游客游览最多的艺术博物馆，创

造了世界古典艺术、自然和建筑之间独

一无二的互动。

上海大学上海美术学院副教授马琳

指出，向更广阔的公共空间敞开，美术馆

不应满足于简单的植入，仅仅吸引人流、

成为嘉年华一般的所在。“馆方不妨进一

步思考，如何与所在地的景观、业态、历

史文化以及场景中的人建立起深度链

接。”当然，这些都有待业内进一步探

索。唯有如此，美术馆形成的“艺术+”生

态才能更生动也更有持续性。

“艺术+”梦幻联动，创造城市生活新体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