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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上海4月2日电 （记者贾
远琨）记者从中国铁路上海局集团有
限公司获悉，4月1日，长三角铁路发

送旅客287万人次，创今年以来单日

客发量新高；货运装车完成13915车，

发送货物61.5万吨，创近几年单日装

车数新高。

自3月10日长三角铁路春游运输

启动以来，至4月1日已安全发送旅客

逾4800万人次，较2019年同期增长

10.8%。随着清明节临近，连日来，沪

宁城际、沪杭高铁、杭黄高铁、甬台温铁

路沿线“扫墓+踏青”客流明显增加。

为满足旅客出行需求，上海局集团

公司增开周末线、高峰线列车，对动车组

列车进行重联、长编组运行，以增加运力

和席位。同时，加强客票数据动态分析

和客流预测研判，合理设置旅客进出站

线路，加强站台、候车室、电梯等客流密

集处所值守，引导旅客分散候车、乘车，

及时疏散到达客流。

随着长三角高铁网络进一步完善，

今年春游旅客出行范围已由沪宁杭、苏

锡常、甬台温、黄山等传统旅游城市向皖

南、浙西南、苏北等地拓展，江苏扬州、盐

城、徐州、连云港，浙江遂昌、松阳、龙泉、

庆元，安徽宣城、潜山等地成为不少旅客

新的旅游打卡地。

长三角高铁“织线成网”，不少线路

已实现“公交化”开行，搭乘高铁“快旅

慢游”成为新时尚，高铁“3小时交通

圈”内的中短途线路成为不少旅客的出

行首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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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三角铁路单日客发量装车数创新高

本报讯 中共中央批准：胡世军同志任上海市委委员、

常委。

中共中央批准

胡世军任上海市委常委

在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每年承

担超2万例病理会诊中心的窗口前，总

是人头攒动。

“咨询问题多、取纸质报告需多次

往返……这些都是患者在就医过程中

反映强烈的问题。”为此，医院病理科毕

蕊教授组织窗口工作人员、技术员以及

医生组成“攻坚小分队”，通过建立病理

报告数字化平台等举措，为群众看病提

供便利。目前，医院已实现部分病理报

告线上推送功能。未来，患者凭一部手

机就能完成病理诊断进度查询、线上补

缴费用、报告查阅等操作。

如何缓解挂号、就诊等候排队长？

剖析这些就医痛点、难点，其中既有优

质医疗资源分布不均等系统性老问题，

也包裹着一些新情况，亟须通过就医流

程进一步优化来破题。

记者从市卫健委获悉，本市从完善

医疗资源布局、优化医疗服务流程、提

高医疗服务效率等方面统筹谋划、精准

发力破题，这三年里，便民就医工程目

标任务均已全部或超额完成，形成一系

列便民就医制度成果。此外，还有更多

便民就医举措正在持续完善、升级中。

引导有序就医，名医名
药直送患者“家门口”

引入市级三甲医院，联动区域医

疗中心、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打造区域

医联体，在老年医学、儿科、康复、肿瘤

等区域急需学科领域重点突破……今

年开春以来，上海多个区陆续披露卫

健领域高质量发展新方案，一张不断

织密的全市优质医疗资源均衡发展布

局图徐徐铺开。

近年来，本市持续打造区域性医疗

中心，以更为丰沛的优质医疗供给满足

市民就医需求，引导梯度有序就医。从

第四人民医院整体迁建至北部新院区，

到中山医院青浦分院、宝山区中西医结

合医院等新病房楼相继投入使用，目

前，全市已有43家区域性医疗中心，按

照每30万至50万人配置一家的要求，

总体布局已基本完善，并通过市卫健委

组织的能力评估认定，满足老百姓绝大

多数的常见病诊疗需求。

在此期间，本市基本建成“区域+专

科”的新型中医医联体特色中医药服务

网络。医联体内，不仅有中医专病专科

“下沉”——上海市中医医联体在社区

及二级医疗机构开设的名中医、流派工

作室目前已增至69个，更有名医、名药、

名方“下沉”，本市医疗机构中药制剂在

医联体内基层医疗机构调剂使用试点

工作颇受市民欢迎，名医、名药直送患

者“家门口”，方便市民就近体验优质中

医药服务。

赋能基层，社区医疗对上有“医靠”对下更
有吸引力

直插基层，本市始终将家庭医生签约服务作为夯实医疗健

康服务网底的重要举措，不断创新制度。

记者从市卫健委获悉，截至目前，全市常住人口家庭医生签

约率超过36%，老年人、儿童等重点人群签约率达到77%，失能

老年人签约率近94%。

与此同时，卫健系统联合市总工会建设“100个园区（楼宇）

健康服务点”，推进功能社区签约服务试点，将签约服务延伸至

学校、产业园区、办公楼宇、企事业单位、养老机构等区域，将健

康服务推送给更多人群。

为持续赋能基层，政策红利也持续向社区医疗释放。在配

药方面，本市所有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均提供长处方、延伸处方，

满足慢性病患者用药需求；在转诊方面，全市家庭医生预约转诊

平台建立，推动市区两级医院实现“两个50%”的专家（专科）门

诊号源优先向家庭医生开放。

此外，本市还在推进家庭医生直接预约医联体上级医院、区

域性医疗中心检验检查等项目，社区医疗对上有二三级医院的

“医靠”，对下对社区居民更有吸引力。

家庭医生签约服务也已成为本市创新社会治理的重要模式

之一。 ▼ 下转第五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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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唐闻佳

上海游泳馆焕新回归
以更时尚更便民的新样貌迎接市民

海上之声唱响人民之城
第  届上海之春国际音乐节闭幕

凝心铸魂向复兴
写在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主题教育启动之际

■ 奔赴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新时代
中国共产党人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用党的创新理
论统一思想、统一意志、统一行动，向着全
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

赢得胜利的思想密码——“拥有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指导是我们党
坚定信仰信念、把握历史主动的根本所在”
一以贯之的思想洗礼——“每当党中央作出重大决策部署，我们就

号召全党同志加强学习”
逐梦复兴的磅礴力量——“为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提供坚强

有力的政治引领和政治保障”

 刊第五版 刊第五版

濒东海、依长江，海徐路上有这样一处“龙宫”：在绵延一片的厂

房里，工程师们围着几个“大家伙”忙得团团转。这些“大家伙”正是

专门用于隧道掘进的盾构机，享有“地下蛟龙”的美誉。

“龙嘴”是位于最前端的切削刀盘，能吃进海量的泥沙石头，再经

由“龙肚子”里的各种“消化器官”运输到尾部，通衢大道就此成型。

得益于此，地下工程才能隐秘而安全地进行，如微创手术般精细。

对于工程建设如此重要的盾构机，在几十年前都要从国外进

口；而“龙宫”所在地，隧道股份上海隧道旗下的国产盾构研发制造

基地——上海城建隧道装备有限公司，正是我国首台具有多项自主

知识产权的土压平衡盾构机“先行号”的研制生产者，结束了洋盾构

一统天下的局面。

从无到有、从有到精，上海隧道人研制了数以百计的盾构机，

为隧道掘进装备的开发与升级提供了坚实技术保障。在国产盾构

机崛起趋盛之时，也征服了海外市场，产品批量远销新加坡、印度、

马来西亚等国，并逐步赢得国际市场上的良好口碑。目前，城建装

备有28台套盾构机、5台套顶管机正服务于15项海内外重大工程，

自主研发设计制造各类型掘进机累计达346台，掘进里程超过1000

公里。 ▼ 下转第三版

上海城建隧道装备有限公司已累计自主研发制造   台盾构机，
不仅打破国外巨头垄断，而且远销海外赢得口碑

“从零到百”增自信，蛟龙出海腾云起

 刊第三版

■本报记者 史博臻

右图：2020年市域线3标1号机。 （隧道股份上海隧道供图）

“有意思的是，高加林的情感难题中，今

天的观众都心疼刘巧珍，却在扪心自问时对

高加林报以理解之同情。”和电视剧《人生之

路》的编剧洪靖惠见面，她突然发问，“你有见

过‘人人都是高加林’的网络评价吗？”

部分取材自小说《人生》，“上海出品”电

视剧《人生之路》播出已过半。如果说，剧情

的前半段再现了原著中的“高加林难题”，述

说40年前一代农家子弟改变命运所经历的

痛苦抉择；那么随着几经人生起落的高加林

靠一支笔把自己带到上海，剧中的“上海副

本”已开启。黄浦江畔，高加林、刘巧珍们即

将在改革开放的春风里顺应时代、学习新知

识、奋斗人生路，终于改写命运。

在接受本报专访时，洪靖惠说得坦诚：

“作为土生土长的上海创作者，我当然希望把

家乡融入作品。但前提是，得遵循原著精神，

遵从戏剧逻辑、现实逻辑。”正因此，她继承原

著里对人性欲望和障碍的凝视，又补足更为

宏阔的时代画卷——改革开放浪潮下，开风

气之先的大城市生机勃勃，人们对知识的推

崇以及文学的蓬勃生长都让一代知识青年心

潮澎湃。补上这些细节，观众更能理解，对彼

时困守于偏远山村的高加林而言，他对“做个

城里人”的向往，何尝不是一个读书人渴望在

时代中与国家发展同频、施展抱负的济世

梦。“所以，今天的观众并不简单粗暴地给高

加林贴‘陈世美’的标签，而是浸入时代，思考

高加林的不甘、不屈。”洪靖惠说，看到网上关

于高加林们的抉择讨论正在重启，她更确信

改编和续写《人生》是有必要的。

“正如1982年路遥先生的小说在《收获》

杂志发表后，一场大讨论始于《文汇报》，并最

终影响全国。一代代青年对人生的追问其实

从未停止，高加林就是改革开放40多年来当

代文学始终‘活’着的人。”

以原著精神接续文脉，写“高
加林难题”在当代的回响

2017年，上海戏剧学院戏文系副教授洪

靖惠因为话剧《大清相国》的剧本进入剧方视

野。路遥之女路茗茗授权同意后，她着手改

编剧本。起初，编剧更关心人物命运，“从一

开始我就想好了，一不希望高加林的人生始

终受挫，希望他能拥有更广阔天地；二来希望

刘巧珍、黄亚萍这些可爱的女性能拥有各自

的幸福、收获”。但写着写着，一个问题反复

涌上心头——这样写符合路遥先生的“未竟

之言”吗？

于是，早在中学时代就读过原著的洪靖

惠再次细细品读小说《人生》，人物命运背后

人性的底色、社会背景的铺陈渐渐浮现出

来。“路遥的原著精神在我看来就是‘真实’二

字，对人性、对欲望和障碍诚实，对社会和时

代诚实。”改编的策略既定：就是要以遵从原

著精神的创造性改编接续文脉，按照人物的

行为逻辑，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的社会

发展逻辑妥帖安置各人的命运落脚。

“路遥先生笔下，人生不是孤立的描写，

也并非抽象演绎，而是以人生为前景，介入对

社会的观察。”洪靖惠在编剧阐述里写下如是

文字：“高加林的难得之处，在于当没有人敢

质疑社会现象、城乡差距等发展中的不足与

阶段性不公平时，他能深刻感知并竭力靠自

身努力去改变、去争取。”

▼ 下转第五版

本报记者专访电视剧《人生之路》编剧洪靖惠——

一代代青年对人生的追问从未停止

故事在上海续航，是时代
浪潮和城市精神的双重辉映

■本报记者 王彦

转版导读

“上海出品”电视剧《人生之路》正在热播。 （剧方供图）

“上海制造”出海记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