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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汇区目前房屋体量最大、涉及居民户

数最多的成套改造项目——田林路65弄旧

住房更新项目100%签约！旧改项目工作组

门前显示屏还保留着8月15日当天的喜庆。

前几天的热闹过后，田林路65弄昨天又恢

复了宁静。当地居民都忙着整理打包，准备

搬迁。

田林路65弄涉及1044证、2500人，仅

用45天就实现100%自主签约。穿梭在这

里，“吊脚楼”随处可见：楼上住户由空调

支架延伸出去，搭出个悬空的外挂式空间，

或作为厨房或用于淋浴。

这样的构造反映了居民原来居住的状

况：始建于上世纪50年代的老公房，绝大部

分已显陈旧，老化破损、屋面漏水、墙面开裂、

线缆横行、下水堵塞等毛病不断。更恼人的

是楼房结构，最少的一梯9户，最多的达到一

梯11户，最小房屋使用面积仅13.1平方米。

眼下，居民们正畅想回搬后的美好未

来。这里将重建6幢8层和2幢11层住宅

楼，保证居室面积不减少的基础上实现厨卫

独用，增加阳台。同时建造地下一层机动车

库和配套用房，尽可能完善居住配套功能，

提升居住品质。

刚装修好房子，为啥带头签？

项目前期，改造方案刚确定，田林街道

就开展扎实细致的房屋情况和居民居住情况

摸底调查。居民盼改造的呼声固然强烈，但

也有一小部分家庭根据自家情况进行适度改

造，所以当旧改来了，他们也最纠结。

“我家2020年花费20万元装修好，怎么

舍得搬？”当旧改征收组带来改造方案时，

67岁的楼组长孔令伊 （化名） 几个夜晚辗

转难眠。孔令伊一家1987年搬来田林路65

弄，当时家里不到20平方米，她打通天井

用作儿子的卧室，又向外扩容厕所、厨房，

面积直接翻番。

家里宽敞了，但吃的苦一点儿没少：一

楼地坪低洼，遇上强降雨就直往家里倒灌，

“水漫金山”最深可及膝盖。地板、家具都

发霉腐烂。她也同样担心好天气，“阳光一

照，睁眼就是飞蚁满天飞，消灭不完”。于

是，她和老伴狠狠心装修，抬高地坪，更换

所有家具，全屋定制了嵌在墙内的橱柜。

田林一、二村居民区党总支书记陈俊峭

来到田林路65弄工作未满一年，但深知这

儿是典型的熟人社会，解决问题的突破口在

于社区凝聚力。此前，孔令伊待人热情、人

头熟，大伙信任就推选做了楼组长。陈俊峭

带着居委会社工上门，一方面了解家庭情

况，另一方面也拉着孔阿姨走出家门参与各

类社区志愿服务。几次下来，孔阿姨把心里

疙瘩说出来、想明白了。“人放手了，样样

想通了。”楼组长孔阿姨顾全大局带头早早

签字，也帮着做群众工作，带动楼栋不少观

望居民一块儿签约。

共性问题结合法律规定梳理

签约启动前两天，廖潇歌律师和团队进

驻田林一、二村居委会的103调解工作室。

当选徐汇区第十七届人大代表以来，廖

潇歌在田林街道基层立法联系点挂牌成立

“代表律师联络基层立法联系点工作室”，对

田林路65弄和旧改工作，她都不陌生。

“谁是签约人？过渡费怎么支付？谁有

权领取？回搬后谁可以居住？”廖潇歌团队

尽可能根据每家情况条分缕析，也将共性问

题类型结合法律规定进行梳理并一一对应给

出解决方案，为工作开展提供经验总结。

廖潇歌团队也为行动不便的老年居民

提供上门签约服务，并到居民家中实地考

察居住困难情况，联合各单位讨论解决方

案，促成居民签约。

很多居民都是向廖律师“问诊”过后，

又带着街坊来咨询法律法规。“从律师视

角，运用专业知识解读刚性的法律法规，更

有权威性，能协助街道、旧改组、居委会一

起开展签约工作；作为人大代表，我也会通

过老百姓的视角宽慰解释，更加柔性，知情

知政。”廖潇歌说。

挨家挨户摸底打消居民顾虑

让所有户型全部朝南，居民坐上电梯，实

现这样的心愿在田林路65弄并不容易。改造

项目建筑师刘小娣手头，打印出的设计稿叠堆

了一摞：安置房型初步定下16种方案，通过调

整房型的进深和面宽，衍生设计出不同面积段

的回搬房型方案。其间数易其稿，做增量、做

配套。

84岁居民舒仁隆（化名）性子再倔，看着

妥善的安置方案，也安了心。1999年，老舒在

65弄买了两间房，一间是店面，另一间住房用

作仓库，专卖服装百货。此前听闻旧改，老舒

急了，“这个金鸡是要抱着下蛋的，家里条件

不好，经济来源都靠这个小小店铺的租金”。

田林街道成立50人的工作专班，“专治”此类

疑难杂症，和徐汇区房管局共同研究方案，对

居民提出的合理诉求反复研究，在原有基础

上进一步优化，12户非居居民全部签约。

一些老人年事已高，对于过渡搬迁感到困

难重重，迟迟下不了决心签约。街道和居委会

干部挨家挨户摸底，一边帮助确有困难的居民

寻找合适的过渡房源，一边派专人陪同有困扰

的老人们实地看房选房，打消他们的顾虑。

徐汇区房屋体量最大、涉及居民户数最多成套旧改项目   %签约——

告别“吊脚楼”，老公房启动更新小高层

田林二村旧改项目居民接待室外，墙上的公示签约比例达

到100%。 本报记者 赵立荣摄

■本报记者 王宛艺

坚定地选择成为一名医生，坚定地在

肝脏这片225平方厘米“战场”上不断突破

禁区，海军军医大学第三附属医院（上海东

方肝胆外科医院）肝外三科副主任医师赵

翎皓是本届“银蛇奖”最年轻的获奖者。

师从著名肝胆外科专家周伟平教授，

赵翎皓临床主攻方向是肝胆系统良恶性肿

瘤的外科治疗。这个曾被外科划为手术禁

区的领域，在历代医学大家的接续攻坚下，

正不断创造从“不可能”到“可能”的传奇。

此次获颁上海市卫生系统青年人才最

高殊荣，赵翎皓感慨地说，对于一名年轻

医生而言，这是认可、是压力、更是动

力。他表示，“将更坚定地围绕肝胆外科

诊疗最前沿不断探索，力争帮助更多肝胆

疾病患者。”

无影灯下“刀尖舞者”必须
怀揣匠心

不久前，赵翎皓所在团队接诊一位36

岁男性患者，为家里“顶梁柱”，正是上有老

下有小的年纪，不料肝脏上却长了个巨大

肿瘤，并伴有大血管侵犯。

“这位患者来得太晚，已处于癌症终末

期。”赵翎皓不禁摇了摇头。换成以前，此

类患者只能保守治疗，走完生命的最后一

段旅程。但真的回天无术了吗？是否有可

能为他争取一线生机？赵翎皓和团队成员

仔细剖析，摆在眼前的难点主要有两个：一

是肿瘤太大，无法手术；二是即使手术，也

会因清扫范围过广导致残余肝脏体积不

足，引起肝功能衰竭。

几经考虑，团队还是决定试一试，于

是定下手术方案：通过免疫疗法，将肿瘤

缩小至可以手术的范围；再通过门静脉栓

塞治疗，助其健侧肝脏生长。最终，在患

者肝脏体积充裕的前提下成功完成了手

术。“切下来的肿瘤足有3千克重！”令医

生们欣慰的是，患者术后恢复良好，第六

天便顺利出院。

人类肝脏血供丰富、解剖复杂，上世纪

50年代初，国内肝癌防治领域仍是空白。

在我国“肝胆外科之父”、已故中国科学院

院士吴孟超带领下，肝脏外科才实现了理

论基础研究到临床治疗“从无到有”的突

破。“从‘不能’到‘能’，从简单到复杂。”赵

翎皓直言，肝脏外科发展到当下，医者更多

考量的是如何将手术做得更精巧、更完美。

今年4月，周伟平教授团队成功开展

国内首例经脐单孔免气腹腹腔镜肝切除

术。作为成员之一，赵翎皓全程参与其

中。团队选择在患者脐部打开约3厘米的

切口，置入切口保护圈，利用钢丝悬吊起腹

壁，建立操作空间，再通过脐部切口完整取

出了肝脏肿瘤。手术耗时2.5小时，出血量

仅100毫升左右。

手术做得漂亮，最高兴的除了患者，莫

过于医生。“手术出血少、时间短、效果好，

无影灯下的‘刀尖舞者’必须有一颗匠心。”

这也是赵翎皓不断精进外科基本功与毕生

追求的方向。

向未知发起挑战，研究很难
但价值非凡

自2016年起，赵翎皓每年以一助身份

完成各类复杂肝切除术200多例。

每天，都在忙碌中度过。雷打不动，早

上7点不到，他便要到岗查房；交完班后，便

一头扎进手术室，平均一天3到4台手术，加

上病例总结、术前谈话等，往往要忙到深夜。

每周，他总有1至2天要住在医院。

即便“连轴转”，休息时间很少，赵翎皓却

甘之如饴。“有位前辈告诉我，人一旦学了医，

人生也会变得更加精彩。”

赵翎皓是“医二代”，父母都是医疗行业

从业者，耳濡目染下，他自小便对医者这份职

业怀有崇敬与向往。2011年，本科毕业后，

他以优异成绩考入第二军医大学（现为海军

军医大学）攻读研究生（硕博连读）。彼时，他

便坚定地选择了肝胆外科。

“我国肝胆外科正处于飞速发展阶段，但

仍有许多空白点，值得我们去探索。”赵翎皓

直言，随着医学发展与科技进步，如今治疗肝

癌的手段越来越多。可作为异质性极强的癌

种，患者的诊疗效果却千差万别。如果临床

一线治疗手段效果不佳，二线治疗该如何选

择？赵翎皓深知，唯有通过科研与临床相结

合才有可能找到正确的治病路径。

赵翎皓及相关研究团队在全球范围内率

先聚焦肝癌基因组中乙肝病毒整合这一关键

问题，展开全新的探索。“在临床上，通过系统

收集肝细胞癌病人的配对癌及癌旁组织，我

们入组了当前相关研究最大规模的入组队

列。”赵翎皓说，由于该研究方向目前鲜有人

涉及，相当于行走在“无人区”，研究路径完全

靠自己摸索。“我国乙肝人群太多，因乙肝引

发相关癌症的患者太多。虽然我们的这项研

究很难，但价值非凡。”

通过系统研究，团队发现了肝细胞癌基

因组中存在高频病毒整合位点，首次报道了

一系列重要病毒整合靶基因，并通过进一步

实验证实其整合后对于肿瘤进展的促进作

用。相关成果发表于《自然》子刊。截至目

前，赵翎皓已发表论文11篇，其中SCI论文9

篇，核心期刊论文2篇，总影响因子超56分。

当然，医学并非万能，对医生来说，遗憾

在所难免。曾经历连续12小时手术救回患

者的喜悦，也经历试遍各种手段依旧回天乏

术的无力，赵翎皓觉得，医生所能做的，就是

尽可能为患者多想一些、多做一些，尽可能延

长生存期。多一个“半年”生存期，便是多一

份希望。在这一个个“半年”中，再加把力，就

有可能为患者点亮回家的希望。

上海东方肝胆外科医院肝外三科副主任医师赵翎皓是本届“银蛇奖”最年轻获奖者，
主攻肝胆系统良恶性肿瘤外科治疗——

驰骋   平方厘米“战场”，不断创造“可能”传奇

赵翎皓，1988

年出生，中共党员、

博士，海军军医大学

第三附属医院（上海

东方肝胆外科医院）

肝外三科副主任医

师，第十九届“银蛇

奖”三等奖获得者。

医生小传

 赵翎皓在问诊中。

（受访者供图）

本报讯（记者张晓鸣）记者昨天获悉，上海市域铁路机场
联络线三林南站迎来建设新进展。日前，随着2区基坑最后一

块底板顺利完成浇筑，车站主体基坑全部完成封底，进入结构

回筑施工阶段。

三林南站是机场联络线体量最大的车站，也是目前上海体

量最大的在建车站工程之一。三林南站为地下4层车站结构，

车站总长667.5米，总建筑面积90474平方米。

基坑开挖面临着超深基坑规模大、开挖深、出土效率低、

基坑变形控制要求高等难题，针对这些不利因素，上海申铁投

资有限公司提前部署、统筹安排，项目团队与各参建单位根据

现场不同深度的地质环境情况，对基坑开挖流程进行相应调

整，在每层土方开挖完成后，及时对基坑变形情况进行分析研

判，为下一层的开挖积累经验，保障了基坑整体施工安全高

效。

机场联络线全长68.6公里，途经闵行、徐汇、浦东3个行

政区，全线共设9座车站，列车最高运行时速可达160公里。

项目建成后，虹桥和浦东两大综合交通枢纽间运行时间可控制

在40分钟左右，与多条既有及在建轨道交通实现换乘，方便

沿线市民和旅客出行。同时，还将进一步增强浦东和虹桥综合

交通枢纽对长三角区域的辐射作用，服务长三角城市群，为提

升上海全球城市能级和核心竞争力、落实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国

家战略提供有力支撑。

机场联络线最大车站主体基坑封底

曾一度关闭上海所有门店的

炸鸡品牌Popeyes，日前在淮海

中路旗舰店原址焕新开业。紧扣

商圈特色和未来消费趋势，本次

回归的Popeyes，在产品研发、

门店设计、顾客服务和兴趣体验

上全新升级，并融入多元化消费

体验，还增加了迎合中国消费者

偏好的美食以及满足不同年龄客

群的产品。据了解，Popeyes年

内将在中国市场开出 10家门

店，未来10年计划在中国开出

不少于1700家门店。

本报记者 袁婧摄影报道

       炸鸡
原址焕新开业

“银蛇”良医成长启示录

排列5第23221期公告
中奖号码：64995

每注奖金100000元

排列3第23221期公告
中奖号码：649

直选每注奖金1040元

组选3每注奖金346元

组选6每注奖金173元

超级大乐透第23095期公告
中奖号码：

08+19+28+32+34 03+07

一等奖 1 10000000元

一等奖（追加） 1 8000000元

二等奖 75 179885元

二等奖（追加） 36 143908元

三等奖 160 10000元

四等奖 727 3000元

一等奖基金积累数：

915556976.41元

体彩公报

（上接第一版）“越来越多国内区块链企业要出海，而网络流通

便利和数据安全是基础，以往企业要把服务器设在海外，现在

临港则成为新选择。预计今年实验室服务的出入境企业将达到

百余家。”吴曼说。

据悉，临港新片区已完成跨境直播电商、供应链可视化等

5个数据跨境流动试点场景，近期计划推进21个试点场景。在

数据基础设施方面，已建成新型国际互联网交换中心，开通国

际数据传输专用通道，建成8个高等级算力中心、5条国际海

光缆、2个海光缆登陆站，正筹建上海至新加坡直连海光缆，

吸引更多数据要素向中国流通。

“特斯拉速度”硕果累累，一辆车铺开一条
生态链

2019年1月7日，泥城镇西南角一片遍布芦苇和鱼塘的滩

涂上，特斯拉上海超级工厂开工建设，创下当年开工、当年投

产、当年交付的“特斯拉速度”。仅用3年时间，上海超级工

厂第100万辆整车下线。如今，步入这座特斯拉全球最高效的

超级工厂，在机械臂翻飞中，不到40秒这里就能下线一台整

车，创下世界造车史上又一现象级纪录。上海超级工厂也成为

“特斯拉出口中心”，“临港智造”远销澳大利亚、日本、韩

国、新加坡等10多个国家和地区……

借助特斯拉的溢出效应，上海超级工厂所在地泥城镇正以

“一辆车”成就“特斯拉小镇”的蝶变。围绕特斯拉上海超级

工厂和上汽临港乘用车工厂2家龙头企业，上下游配套企业纷

至沓来，一条新能源汽车本土生态链在这里铺开。

走进延锋国际座椅系统有限公司的车间，自动化产线忙碌

不停。“这里每天可以下线约3500套汽车座椅，将直接运送到

不远处的特斯拉和上汽工厂。”延锋总装车间运作经理贾廷文

表示，从客户下订单到供货抵达，一般1.5小时内必须完成，

选择落户泥城镇，就是因为从这里为特斯拉及上汽乘用车供货

极为方便。

“一条完整的新能源汽车产业链在此初具规模，让我们的

链式招商扩大了朋友圈。”泥城镇企业服务中心主任苏建军

说。泥城镇33平方公里的产业区内，还集聚了积塔、新昇、

新微、中微、商汤等一批新能源汽车、集成电路等产业链的上

下游企业。

特斯拉方面表示，上海超级工厂已实现高于95%的零部件

本土化率。从“特斯拉小镇”放眼长三角地区，电池、车辆芯

片、自动驾驶系统、车辆内饰、精密加工等电动车零部件的全

生态链逐渐成型，实现产业生态安全、自主、可控。在临港新

片区，2022年智能新能源汽车产值超过2600亿元，特斯拉、

上汽、宁德时代等链主企业集聚、200多家配套企业落户，正

在形成具有国际市场竞争力的新能源产业高地。

激发新城活力，打造“年轻人的城”

“没想到在临港也能喝到正宗的德国啤酒！”华灯初上，来

自德国的DodelKai-Marcel（杜凯修）结束了一天的工作，兴

致盎然地赶来参加滴水湖德国啤酒节。他是上海柯欧南恩智能

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在临港创业，也安了家，“这里很现

代，环境也很好，看着新的商场和文化设施不断建起来，生活

越来越舒心”。

杜凯修道出了不少在临港生活的年轻人的心声。曾经的临

港，商业配套较为薄弱，随着新片区成立，这里的文体设施次

第“上新”，尤其是今年新开业的朵云书院滴水湖店、临港演

艺中心、临港科技智慧图书馆等，大大提升了居民的幸福指

数，每逢节假日，更有很多游客慕名前来打卡。这几天，临港

新片区主城区又开出不少新店：一尺花园鲜酿工坊、临港锦江

国际酒店、滴水湖剧院等约7.6万平方米商业体量投入运营，

城市功能不断完善，滨海未来之城令人向往。

围绕打造“年轻人的城”，新片区积极导入各类资源，激

发新城活力。临港新片区管委会商文体旅处副处长何晓英告诉

记者，截至目前，新片区已有80万平方米的商业体量；到

2025年，这个数字将达到100万平方米，北岛露营、环湖10

公里竞速赛、斯巴达勇士赛等文体活动形成品牌效应。“这座

活力四射、生机勃勃的‘年轻的城’正吸引越来越多年轻人聚

集，让大家爱上临港、投资临港、扎根临港。”

四年创新探路，
临港“开放基因”更活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