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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史博臻） 市住房城
乡建设管理委、市房屋管理局日前召开

专题会议，认真学习领会7月24日中央

政治局会议和近期一系列重要会议精

神，研究部署下阶段全面推进“两旧一

村”改造等民心实事工程。

近期，积极稳步推进超大特大城市

“平急两用”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工作、

在超大特大城市积极稳步推进城中村改

造工作、住房城乡建设部建筑业和房地

产企业座谈会等会议相继在京召开。

会议强调，要更好统筹发展和安

全，积极稳步推进超大特大城市“平急

两用”公共基础设施建设，提升城市应

急保障能力，创造新的建设投资和消费

增长点；要从实际出发，采取拆除新

建、整治提升、拆整结合等不同方式分

类实施城中村改造，切实改善城乡居民

居住环境条件、扩大内需、优化房地产

结构；要继续巩固房地产市场企稳回升

态势，大力支持刚性和改善性住房需

求，进一步落实好各项政策措施；继续

做好保交楼工作，加快项目建设交付，

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

市住房城乡建设管理委、市房屋管

理局将在市委、市政府领导下，坚持稳

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

贯彻新发展理念，因城施策，支持刚性

和改善性住房需求，做好保交楼、保民

生、保稳定工作，促进上海房地产市场

平稳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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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孩子一发呆眼球就偏了，喊一喊

她，回过神来，正常了。”工作日上午9点

半，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眼科中心斜视与

小儿眼科主任李宁东的诊室外，挤满了紧

锁眉头、抱着孩子的父母。

这两年，相较于近视，小儿斜弱视较少

被提及。实际上，作为常见眼科疾病之一，

斜弱视在人群中的发病率并不低，大约在

3%至6%。相较于斜视，弱视因早期难发

现、更易错过黄金治疗期。

对医生“不利”的方案，有时
对患儿恢复更有利

记者采访所在的小儿斜弱视门诊，位

于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北部7号楼一层，

这幢新大楼不久前刚刚启用，眼科团队目

前已全部入驻，可提供门诊、检查、手术、住

院等“一站式”眼科疾病诊疗服务。

作为全国知名小儿斜弱视专家，李宁东

的门诊用“火爆”来形容并不为过，来自全国各

地的患儿汇聚到他的门诊上，寻求治疗之法。

为尽可能减少患者的等待时间，李宁东团队专

门设置了2号诊室，对患者进行预检分诊，但依

然架不住就诊患儿及家长的求医心切，他的诊

室内外，一度被挤得水泄不通。

5个半月龄的玥玥被妈妈抱在怀里，一

会儿看看妈妈，一会儿看看医生，眼神懵懂。

仔细观察，孩子的眼球明显向内歪斜，即俗称

的“斗鸡眼”。“孩子3月龄时，我们就发现她

眼位不正。”妈妈拿出一沓检查报告，这家人

跑了不少医院，但不同医生给出的说法不尽

相同，究竟该如何治疗，一时间难以抉择。

“这是很典型的先天性斜视，考虑手术

吧，越早手术对孩子恢复越好。”李宁东一锤

定音。“可孩子太小了。”妈妈显然很犹豫。

“先天性斜视的孩子自己无法自愈形成

双眼单视，如果不及时干预，对视功能影响非

常大，必须及早治疗。”李宁东翻出过往的成

功病例耐心解释。他曾做过万余例相关手术，

年龄最小的患儿仅3月龄，“患儿越小，对术

者要求越高。这看似是对医生‘不利’的手术

方案，但对患儿恢复健康则最有利。”

听到这里，同样在门外候诊的张老伯忍

不住插嘴，“我孙子就是在10个月大的时候

做的手术，现在恢复得特别好。”原来，孩子刚

过3月龄，一家人就发现他不对劲，不仅不能

正眼看人，头还老是歪着。家人给孩子试过推

拿，甚至连土办法都用上了，依然没有效果。

而接受手术治疗后，如今已过去了4个月，孩

子的外观已看不出异样。这次，这家人特地来

给李宁东送锦旗。

李宁东介绍，有些孩子出生后在短期内

可能存在眼位分离，但2月龄之后，随着双眼

单视与融合功能的建立，慢慢就会恢复正位。

此时如果没有恢复，就会出现先天内斜视或

先天外斜视，甚至垂直斜视，“针对这种情况，

必须尽早手术”。

早检查早治疗，但也要警惕
“矫枉过正”

当然，并非所有情况都能马上通过手术

解决。

诊室外，不少家长风尘仆仆，一手推着行

李箱，一手牵着孩子。趁着暑假，远在辽宁省

的陆女士特地带着3岁的孩子到上海看病。她

告诉记者，女儿1岁多时，家人偶然发现她斜眼

看人，就诊后才知道，这原来是间歇性外斜视。

“你看，孩子一发呆，左眼就会不自觉斜

视。”李宁东拿着眼科医用手电筒，测试孩子

的瞳孔反射。“现在孩子还小，先通过戴镜保

守治疗，尽可能减少斜视频次，等年龄大一些

再考虑手术干预。”

“李主任，有没有希望直接手术？”看着术

后恢复良好的案例，陆女士心生羡慕，戴眼镜

孩子配合度低，疗效甚微，不如手术干脆。

在记者跟诊的半天中，能明显感受到家

长分两派——手术派与保守派，陆女士明显

是前者。

“医生的每一个方案，都是尽全力做到患

者利益最大化。”李宁东语重心长道，孩子是

间歇性外斜视，这意味着更多时间她的眼球

处于正位，如果过早干预可能出现“过矫”，即

从外斜变成大角度内斜，不仅无法恢复双眼

单视，还会人为造成两只眼球相互竞争和干

扰，导致弱视的发生。他指了指刚做好视力

检查的另一位小患者萌萌，她曾在外院因斜

视矫正手术而出现过矫，如今要花更多的时

间为“曾经的错误”买单。

其实，在李宁东的门诊上，此类患者并不

少见。“手术该不该做，要看对患者是利大于

弊还是弊大于利。我们尽量不冒手术风险，

但也要避免恐惧手术。”李宁东介绍，目前，对

斜弱视的干预包括手术、戴镜、视觉训练等。

患儿情况各异，医生所能做的就是尽可能为

每位患者寻求治疗“最优解”。

从上午8点忙到下午1点不到，李宁东的

半天门诊才算结束。其间，重复的话说了很

多遍，但他一直很耐心；有时遇到“马大哈”的

家长，他的语气会稍微重些，归根结底还是为

了“宝贝们”的眼健康。

下午，等待李宁东团队的是十余台眼科

手术。进入暑期以来，这个团队始终维持着

如此高强度的工作。“儿童的视力问题，说到

底还是要早检查、早治疗，家长一定要积极配

合孩子的每一次体检。”李宁东说。

进入暑假，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小儿斜弱视门诊火爆异常

努力为每个患儿寻求治疗“最优解”

■蹲点青少年暑期热门诊室

进入暑假，沪上不少儿科医院和

综合性医院的专科诊室出现了一波青

少年就医问诊高峰。中小学生平时因

为忙于学业而忽略了慢性病的诊治，

假期成为了获得系统“检修”难得的时

间窗口。

从视力、牙齿、身高、发育问题到

学习困难、心理隐疾……本报记者近

日蹲点沪上多家医院的青少年暑期热

门诊室，记录下白衣天使悉心呵护青

少年健康的一个个温暖画面。

开栏的话

“小朋友，你能听到这个声音吗？”在上海

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九人民医院的一间测

听室里，在此实习的华东师范大学康复科学

系本科三年级学生李厚毅正耐心地为一名患

儿做听力检查。一个下午，他经手检查的患

者就有7名，其中既有幼儿，也有年迈的老

人。不少患者做完检查后，纷纷向这位穿着

白大褂的年轻人道谢。

鲜为人知的是，如今自信开朗、能和患者

流利交谈的李厚毅，曾先天弱听，是一名双耳

人工耳蜗植入者。正因为亲身体验过无声的

世界，李厚毅自小便坚定学医的信念。就在

这个暑期，他还在实习之余参加了全国听力学

及嗓音言语医学学术会议，摘得优秀论文奖。

说来神奇，李厚毅竟以自己为研究对象，设计

了系统的观测指标和实验流程，探究单侧人工

耳蜗植入者在成年后再植入对侧的康复训练

过程和效果。这个融入亲身体验的研究，让以

往临床中遇到的诸多疑问有了新的答案。

“我的梦想就是用自己的经验和研究，帮助

更多人听清这个缤纷灿烂的世界。”李厚毅说。

四岁开始接受康复训练，爱
与训练成就奇迹

第一次听清楚周围声音究竟是何时，李

厚毅已经记不清了。彼时，他大约4岁，因先

天弱听、植入人工耳蜗后仍无法正常说话。

心急如焚的母亲到处打听，听闻华东师大设

有中国大陆首个言语听觉科学专业，便带着

孩子从老家安徽滁州来到上海。李厚毅4岁

生日这天，被收入华东师大言听实践基地幼

儿园——上海小小虎幼稚园。

入园后，每个工作日的白天，老师便带着

他练习呼吸、发声和共鸣；到休息日，还经常

带他去商场和游乐园玩耍……年幼的李厚毅

在上海感受到了无忧无虑的快乐。更让人惊

喜的是，通过日复一日的训练和努力，李厚毅

终于学会了说话。“很多老师都曾帮助过我，

让我从无声的世界中走出来，能够张开口清

晰地介绍自己和家人。”

不仅如此，这段特殊经历也帮助李厚毅

养成了开朗的性格。“我一直坚信自己能和普

通人说得一样标准。”从小学到中学，课堂上

他总是积极发言的那个孩子，始终保持优异

学习成绩。高考填报志愿时，他毫不犹豫地

填报华东师大首个医学门类本科专业——听

力与言语康复学专业。

2021年，已就读大二的李厚毅作出一个

重要决定：植入另一侧人工耳蜗。作出这个决

定，并非易事。一方面，他上一次在一侧植入

人工耳蜗还是17年前——由于两次植入耳蜗

时间间隔太久，多数医生无法预测另一侧植入

后的结果；另一方面，国内关于单侧人工耳蜗

植入者在成年后再植入对侧的研究甚少，鲜有

经验可循。但是，李厚毅仍决定大胆一试。

患者遭遇的难点和痛点，就
是研究的动力

既是研究者，也是被研究者，这个主意听

上去不错，但真的操作起来却并非一帆风顺。

“最初的康复过程，蛮痛苦的。”李厚毅告

诉记者，由于不适应新植入的耳蜗，他经历了

很长的磨合期。比如，耳朵里最初会频繁出

现炸雷声，最难受的时候，每听到一点声音，

耳旁的血管都会“突突”直跳。再如，由于他

兼具两种身份，在做研究记录时难免会夹杂

主观性，需要团队成员不断纠正，保证研究结

果客观。

在老师和同学的帮助下，李厚毅在这次

术后又进行了8个月的康复训练，获得了聆

听效果的提升。“最明显的进步是，当我身处

嘈杂环境时，两个耳朵听得更清楚了。”李厚

毅谈到这里尤其兴奋，因为基于这项研究，他

有了一系列新发现。比如，经过8个月的康

复训练，新植入耳在安静环境下对双音节词

的辨识率从零提升至30%左右；新植入耳在

干预2个月后逐渐显示出双耳聆听优势……

这个融入了亲身体验的个案研究在发表后，

也得到了诸多行业前辈和专家的嘉奖。

李厚毅告诉记者，这份报告目前只有一

名被试者，姑且称之为一份先导性报告。但

对于这项课题研究的前景，他信心满满。

“听力语言康复不仅需要长期坚持，耳蜗

植入也不是一笔小费用，很多患者也往往只

选择植入单侧人工耳蜗。即使是成年后二次

植入对侧人工耳蜗，也有相当一部分人因为

难以坚持而在半年内摘除。”这些难点和痛

点，都将成为李厚毅深入研究的动力。

先天弱听、以专业知识为患者检查听力……华东师大本科生李厚毅有段励志经历

以自己为研究对象，助他人听见世界

在雅号“凤舞”的成都体育学院体操馆内，站上

最高领奖台的中国艺术体操队姑娘们喜笑颜开，几

乎所有的志愿者们都为此刻欢呼雀跃，同时不忘通

过手机与自己的老师同学分享喜讯，因为这是属于

成都体育学院的集体荣耀。参加本次大运会艺术

体操集体项目比赛的六名中国队队员肖明欣、李雪

瑞、严之庭、陈玟珊、陈佳琪、赵红玉均来自成都体

育学院，这也是中国代表团中唯一一支由来自同一

所大学的学生组成的队伍。中国艺术体操队不仅

在31日荣获集体五圈冠军与集体三带二球亚军，

还在30日举行的集体全能决赛中登顶。

成都体育学院艺术体操队享誉国内高校，不过

在自己家门口赢得世界大赛冠军，尚属首次。对于

这几位艺体姑娘，成都体院体操馆是再熟悉不过的

场地。过去几年，她们在这里训练、学习、生活，最

终一起登上荣耀之巅。据中国代表团艺术体操队

教练任爽介绍，这群姑娘的平均年龄在22岁左右，

其中既有本科生也有研究生，“她们的最大特点是

高学历、高素质、高水平”。

出生于2000年8月的李雪瑞是成都体育学院运

动训练专业研究生，也是队伍中年龄最大的队员。与

自己的研究生同学一样，李雪瑞需要修够一定学分并

完成论文才能毕业。虽然有时外出参赛难免会落下

课程，李雪瑞认为，大学依靠的是自主学习与时间安排

能力，“我们更多是通过自习把落下的课程补上。老

师和同学也会提供学习材料，为我们解答疑惑”。

在她心中，参加大运会的目的不仅是争金夺银，

更重要的是懂得如何享受比赛，利用宝贵的机会与不

同国家和地区的选手们交流，建立起友谊，“在大运

村，我和来自匈牙利、罗马尼亚、美国的体操选手都有

过交流。我们不仅聊体操，也聊中国文化。大运会是

展示中国青年良好风貌的一次机会”。

回首备战历程，一周五天的文化课与专业训练

课、周六全天的体能训练课交替进行早已成为常

态，在今年备战大运会的冲刺阶段，训练要求更是

精益求精，简直到了严苛的程度。除了要在学业与

高强度训练之间找到平衡，她们还要时刻面对伤病

的侵袭，而大学生活帮助运动员们塑造起更为立体

的人格——不畏挑战、严于律己。

一个月前，李雪瑞脚趾骨裂，但她依然坚持训

练参赛：“其实我在学习过程中也遇到过很多挑战，

但最终都一一克服了，所以伤病不会打倒我。看到

身边有伤的队友都在坚持，我也肯定会坚持下去。”

任爽表示，这群姑娘为自己的热爱与理想付出

了许多努力，无论训练还是学习，从未有过抱怨，

“我为她们深感骄傲与自豪。”

这支队伍的“领军人”任爽也受益于大学生

涯。退役后，任爽继续在成都体育学院攻读体育教

育训练学专业研究生，正是研究生学习帮助她发现

了艺术体操的别样之处，“到研究生阶段，我才发现

艺术体操训练有很多地方值得改进。体育与艺术是

相通的，比如芭蕾舞、现代舞、花样游泳、花样滑冰，都

可以融合进来”。中国队这次在集体五圈项目的表演

正是以花木兰为主题，并融合了中国武术元素。

任爽也希望借这次在国际赛场披金戴银之机，

进一步推动艺术体操、拉拉操、健美操等项目在校

园内的发展：“参加大运会对这个项目是很好的推

广。艺术体操在欧洲很普及，欧洲选手们的能力非

常强。参加大赛既是向别人学习的机会，也让大学

生们对这些项目不再望而生畏。”

（本报成都7月31日专电）

全部由成都体育学院学生组成的中国艺术体操队夺得两项冠军

“凤舞”演绎精彩，是这所高校的集体荣耀

本报讯 （记者张天弛） 昨天一早，今年第6号台风

“卡努”预报路径作出大调整。根据上海中心气象台发布的

数据，“卡努”在东海突然拐弯，这主要与副热带高压的不

稳定状态和“卡努”东侧热带对流活跃有关。以目前路径预

测，“卡努”将于明天夜间进入东海，之后移动速度明显减

缓，本周 （至6日） 对华东沿海海面有较大风雨影响。不

过，“卡努”移动路径尚存在较大不确定性。

“卡努”已于昨天早晨加强为强台风级，14时其中心位

于琉球群岛那霸市东南方向约540公里的西北太平洋洋面

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15级 （50米/秒），中心最低气压

940百帕。据预测，它将以每小时15至20公里的速度向西

北方向移动，强度还将有所增大。“这两天‘卡努’的强度

还将继续缓慢增强，最强有可能会达到超强台风级别。”中

国天气网气象分析师张娟表示，从卫星云图看，目前“卡

努”形态完整对称，核心云系相比昨天更加紧凑，台风眼区

也更清晰。加上高海温条件、南海季风的水汽输送、高层出

流通道的维持和垂直切变减小，这些都为其进一步增强提供

了有利的发展条件。

路径调整后，“卡努”是否登陆也存在变数。气象专家

表示，其未来走势还要看8月3日至4日副热带高压的变化

情况。据预测，未来几天北侧高空槽将逐渐东移，对副热带

高压强度和位置影响较大。张娟解释，如果副热带高压受到

北侧冷空气打压，出现减弱断裂，那么“卡努”将受西南风

引导向日韩方向移动；如果副热带高压没有断裂或断裂较

晚，则可能引导台风登陆我国华东沿海。从目前预报看，前

一种可能性在加大，但仍存在很大变数，需持续关注。

不管“卡努”登陆与否，它都会靠近我国华东沿海，

给东海海域带来强风雨。据预测，受台风东侧气流影响，

本市今天阴有阵雨或雷雨，局部地区累计雨量可达大雨；

风力也有所增大，偏东风4至5级、阵风6级，全天气温为

28℃至32℃。

申城今阴有阵雨或雷雨，局部
地区累计雨量可达大雨

“卡努”路径存在变数
华东需警惕强风雨影响

■ 市住房城乡建设管
理委、市房屋管理局将在
市委、市政府领导下，坚持
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
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
理念，因城施策，支持刚性
和改善性住房需求，做好
保交楼、保民生、保稳定工
作，促进上海房地产市场
平稳健康发展

全国各地的患儿汇聚到李宁东（左）的门诊，寻求治疗之法。 本报记者 李晨琰摄

30日举行的大运会艺术体操集体全能比赛中，由成都体育学院学

生组成的中国队收获金牌。中国队背景音乐选用经典民歌《康定情

歌》，成套动作加入藏族舞蹈元素，引发全场欢呼。

本报记者 陈龙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