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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次来复旦是女儿初二那年，全家特

意从广东到上海，带她感受名校的环境与氛

围；第二次进入复旦校园，女儿已经实现了

当年的梦想，作为家长，既开心又欣慰，希望

她能在复旦度过快乐、充实的四年。”昨天上

午，在复旦大学光华楼前的大草坪上，欧阳

良奕和父母激动地合影留念。欧阳良奕是

复旦大学2023级新生中的一员。

昨天是复旦大学2023级本科新生报到

的日子，来自全球各地的4200余名新生走

进校园，开启人生新的篇章。新生成为

“复旦人”的第一天，复旦大学不仅全力以

赴提供温馨的报到服务，还准备了各类入

学礼物及先导课程，帮助他们快速适应大

学生活，带着好奇和热爱奔赴无限可能的

未来。

新生季，踏入复旦校园，迎风飞扬的

五色彩旗、欢迎横幅，处处是热情服务新

生的志愿者，帮着学弟学妹们搬运行李、

引路答疑、提供咨询。今年，复旦大学本

科生迎新全面恢复线下摊位报到，家长可

陪同孩子一同入校。记者在现场看到，很

多新生全家出动，近距离感受著名学府的

浓厚氛围。

“到复旦的第一印象就是暖心！”腾飞书

院新生李百容说，机场和地铁口均有学长学

姐引路的身影，学校还安排了接驳车往返穿

梭，感觉很方便。

“上海天气很热，人也热情！”哈萨克斯

坦留学生丽莎是生物技术专业新生。这是

她第一次来到中国长时间学习，她的愿望是

在复旦校园里遇到更多积极有趣的人，提高

中文水平，更好地理解中国文化与历史。据

悉，今年复旦共有来自36个国家的300余名

留学生本科新生。

“进入复旦后，有什么规划和想法？”面

对记者的提问，“过好充实的大学生活”是多

名新生的共同答案。

如何引导新生过好精彩的大学四年？

对此，复旦大学全校上下没少花心思。在迎

新摊位上，丰富的学习材料和新生礼物早已

准备就绪。为让新生更好地适应大学学习

生活，复旦大学推出一系列新生适应教育活

动。比如，各书院安排导师见面会，推出先

导课程、先导摄影、先导调研、先导阅读等特

色项目，希望通过密切的师生交流，将理想

信念和价值追求、大学精神，乃至复旦传统、

治学态度和校风学风传递给新生。

与此同时，学生学习与发展中心则推出

数理化、外语、信息等基础课程和时间管理、

英语表达等辅导项目。各班级还将推出主

题班会、学长学姐交流会、定向破冰等活动，

带领新生更好地融入集体生活。

此外，复旦还准备了迎新晚会、开学健

康跑、“新生杯”系列体育赛事、校园大师剧、

传统文化体验、书院体育训练营等丰富多彩

的校园活动。

“复旦园丰富的课程和活动满足了我对

大学的一切想象。”复旦大学自然科学实验

班新生张彦鹏激动地说。就在开学前，他以

“一支笔战600场考试圆梦复旦”的经历冲

上热搜。报到现场，张彦鹏特意向记者展示

了那支神奇的笔。这支黑色碳素笔头，粘粘

补补的痕迹清晰可见，它见证了张彦鹏高三

期间付出的汗水。

“它像一个战友，陪伴我走完整个高三，

让我交出了自己满意的答卷。”张彦鹏告诉

记者，他是当地县城中学十八年来第一个考

上复旦大学的学生。新学期，他将带着特殊

“战友”继续迎接人生的重要挑战，在复旦遇

见更多大师和大家，也遇见更好的自己。

复旦大学昨迎本科新生入学报到，    余名学子开启人生新篇章

期待遇见大师大家，遇见更好的自己
■本报记者 吴金娇

一到假期就熬夜，一熬夜就到凌晨……

小万很苦恼，马上要开学了，自己的睡眠状

态却一时难以调整，晚上睡不着，白天起不

来，怎么办？

受睡眠困扰的学生不在少数。临近开

学，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睡眠障碍专病门

诊迎来一批“特困生”，多集中在8至13岁，

普遍存在小万这样的睡眠问题。

看似“没什么心事”的青少年儿童，也会

睡不好？近年，沪上不少医院纷纷开出睡眠

门诊、睡眠病房，似从另一个侧面反映出解

“困”需求不小。

学业压力不“背锅”，不少孩
子压缩睡眠来娱乐

人们常用“婴儿般的睡眠”来形容睡眠

质量好，其实不然，睡眠问题可发生在任何

阶段。在儿科医院，睡眠障碍门诊就诊人群

跨度从婴儿到高中生，病因多样，如入睡相

关障碍，睡眠昼夜节律紊乱、失眠、睡眠浅、

易惊醒、梦魇等。

在以往，睡眠障碍患儿散落在中医科、

儿保科、心理科、神经内科等多个科室，睡眠

障碍门诊的推出让这些患儿的就诊更具针

对性。“随着接诊量的增加，我们渐渐发现，

学生除学业压力影响外，不少人将睡眠时间

分配给了电子产品和娱乐活动。”复旦大学

附属儿科医院神经内科医生邱甜说，这也成

了青少年睡眠时间压缩的主要原因之一。

专病门诊上，一名11岁的患儿颇具代

表。这名沉迷于手机娱乐的小女孩，睡前仍

不可自拔地在手机上“刷剧”。由于没办法

停止娱乐，她往往要花费1至2小时才能进

入梦乡，晚上睡不着直接导致早上起不来，

常常一觉睡到大中午。

被虚拟世界诱惑着的“网生代”不在少

数。《2022中国国民健康睡眠白皮书》显示，

超六成被调查青少年利用睡眠时间玩手机、

打游戏、追剧等，仅27%被调查青少年压缩睡

眠时间写作业、学习。

“这个年龄段的孩子应该20分钟之内就

能进入睡眠状态，小姑娘本身存在睡眠时相

延迟的情况。”邱甜分析，电视剧和短视频不

断刺激着大脑神经，屏幕蓝光则会抑制褪黑

素分泌，双重原因导致入睡困难。她给孩子

开出睡眠处方，通过行为调整，纠正日常作

息，来改善睡眠延迟的问题。

睡眠经济噱头大，“倒时差”
更需“好节奏”

因睡眠问题而导致的昼夜节律紊乱，在

假期能靠白天来补，一旦开学，“特困生”睡

眠不足的问题会更为突出，急需“倒时差”。

在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的睡眠专病门诊

上，神经内科（北）副主任桂雅星有一个明显感

受，近来睡眠障碍就诊人群中，学生人群的比

例在增加，近35%至40%，尤其是高中生。

“有的孩子深夜11点躺到床上，凌晨两

三点才能睡着，一旦开学，这种睡眠节奏显

然不行。”桂雅星说，长期的糟糕睡眠不仅会

令情绪变差，也会影响学业表现，进而加重

睡眠问题，形成恶性循环得不偿失。

门诊上，不少患儿的就诊诉求是能“按

时起床”，达成这一目的至少做到两点，睡眠

时间足、睡眠质量佳。然而，做到这两点并

不容易。医生们在临床上发现，有的学生晚

上舍不得入睡，认为只有睡前那几个小时才

真正属于自己，也有的学生自我加压，往往

要学到深夜。

五年级的小米是一名学霸，所有考试都

力争第一，常常学习到深夜11点。晚睡早起

加之入睡困难，小米的睡眠严重不足，父母

很心疼，让她少做些作业，但小米不愿意，

“我怕一放松，同学都超过我了”。

“来就诊的优等生不少，基本都是班级

前10名，他们对自己制定着严格的学习目

标。”邱甜告诉记者，步入小升初、中考、高考

关键阶段的学生，情况尤甚。所幸，不少家

长很关心孩子，一旦发现孩子昏昏沉沉或经

常走神等异样，会送孩子及时就诊，均收获

了不错疗效。

值得注意的是，在专业医疗机构之外，“睡

眠经济”正“躺”出千亿市场。不少家长为了让

孩子睡上一个好觉，有的一掷千金，买助眠香

薰灯、褪黑素，也有的另辟蹊径，看长篇文言

文、播放英语听力等希望发挥“助眠”效果。

睡眠医学专家对此持保留态度。对于

“特困生”，医生给出的建议是，白天保证充

足的运动量，入睡前不要太饱，也不要太饿，

不食用含咖啡因食物，如咖啡、可乐、奶茶、

巧克力等，同时保证自己的睡眠环境安静黑

暗、相对凉爽、相对固定。

医生们还都谈到一点，简单归因或许难

以解决青少年睡眠这一系统问题，需要学

校、家庭、社会等多方共同努力，呵护孩子

“好眠”。

“晚上睡不着，白天起不来”，沪上医院睡眠障碍专病门诊迎学生就诊小高峰

开学在即，“特困生”忙着“倒时差”
■本报记者 李晨琰

36家市级医院同台竞技开展科普

大比武！由上海申康医院发展中心主

办，全市市级医院参与的“上海市级医

院优秀健康科普项目”选树活动昨天举

行。经过激烈比拼，上海长征医院、上

海市皮肤病医院、上海市第一人民医

院、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上海市第六

人民医院、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

金医院、复旦大学附属眼耳鼻喉科医

院、上海市第一妇婴保健院、复旦大学

附属华山医院、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

属仁济医院、上海市养志康复医院11家

市级医院摘获上海市级医院优秀健康

科普项目。

选树一批优质市级医院健康科普项

目，鼓励市级医院医务人员积极参与健

康科普创作，申康医院发展中心党委书

记赵丹丹表示，将携手市级医院持续加

强健康科普项目建设，培育优质“科普土

壤”，以创新形式积极传播“科普火种”，

更好满足市民多元化、高品质健康需求。

立足专科特长，加强科普
能力建设

作为2023年上海市级医院“市民健

康科普宣传周”和“医院开放日”活动的

重要环节之一，“上海市级医院优秀健

康科普项目”选树工作于7月启动。经

层层筛选，36家市级医院的36件视频

稿件进入终评环节。

立足市级医院专科特长，一批特色

鲜明的健康科普项目令人耳目一新。

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龙华医院肛肠科

普团队立足弘扬海派中医“顾氏外科”，

将传统与创新相结合，打造科普新媒体

矩阵，助力中医药事业发展。复旦大学

附属肿瘤医院将健康科普视为“与肿瘤

战斗的第二战场”，院内多部门发挥合

力，积极推动科普创新能力和科普人才

梯队建设。

帮助妇儿建立健康生活方式，中国

福利会国际和平妇幼保健院开展《关注

生命早期1000天课程》，满足广大家庭

对孕产知识的需求。上海市口腔医院

将全人群全生命周期口腔健康知识转

化为原创科普读物。上海市第十人民

医院积极营造“全员科普”氛围，开展

“首席科普官”遴选活动，培育懂医学、

懂政策、懂人文、会创作、会策划、会传

播的“六边形战士”，引领健康新风尚。

精准链接健康需求，提升
科普传播效能

随着健康理念更新迭代，大众对高

品质的健康需求也更多元化。精准链

接健康需求，各市级医院也在不断创新

形式，提升科普传播效能。

荣获“上海市级医院优秀健康科普

项目”，长征医院政委宋耀星告诉记者，

将深耕科普领域，坚持用科学的平台、

科学的语言、科学的态度解释大众最关

心的医学知识。

“通过搭建平台，推出‘云上长征’科普会客厅，一批专家教

授走进直播间，为大众答疑释惑，让患者少走弯路。”宋耀星表

示，长征医院旨在打造靠谱的科普，目前已形成每个科室都有科

普领头人，人人参与科普的良好氛围。

围绕群众关心度较高的热点健康问题，仁济医院创作团队

推出《班主任来了》系列科普短视频，为市民送上健康科普“及时

雨”。新华医院总结临床工作中常见的儿童青少年心理健康问

题，以科普微电影的形式传播推广，促进儿童心理健康问题早发

现、早诊治。

上海市第一妇婴保健院自制生动的分娩镇痛小课堂，以情

景剧形式帮助公众更好地了解分娩镇痛，消除恐惧和偏见。上

海市中医医院开设“中新灵兰苑”中医非药物疗法健康驿站，集

疗法体验与健康科普为一体，服务社区居民，在寓教于乐中传播

中医文化。

申康医院发展中心党委副书记郑宁介绍，在申康医院发展

中心“科普周开放日”品牌引导下，上海市级医院多措并举推出

一大批特色鲜明的健康科普项目，如健康读本、健康讲堂、科普

直播等，让大众能更快、更好、更持久地掌握健康知识和技能，这

些举措也让大众近距离了解医院，助力构建新型医患关系，进一

步增强患者就医的获得感。

上
海
市
级
医
院
优
秀
健
康
科
普
项
目
选
树
活
动
举
行
，  
家
市
级
医
院
折
桂—

—

培
育
优
质
﹃
科
普
土
壤
﹄
，创
新
传
播
﹃
科
普
火
种
﹄

■本报记者 李晨琰

本报讯 （记者李晨琰）近日，华东师范大学中国言语听觉
康复科学与ICF应用研究院示范基地在上海市第一妇婴保健院

（以下简称“一妇婴”）授牌，这是其在上海地区首个示范基地，

将致力为儿童健康发展搭建科学“安全栏”。

近年，随着辅助生殖技术的应用、高龄产妇比例的增加，高

危妊娠风险随之增加。此外，围产技术的提高，不断提前婴儿

能够存活的孕周，种种因素导致新生儿在生长发育过程中出现

各类问题，其中就有相当比例的语言发育迟缓高风险儿童。

相关研究显示，我国0至6岁言语障碍儿童总数达329万，如

果缺乏有效干预他们今后融入社会将面临挑战。作为国内首个

引进儿童发育性运动协调障碍诊疗技术的团队，一妇婴妇幼保健

部面向本院出生婴儿招募健康队列，在调查母亲孕期睡眠、营养

和出生结局的情况下，对宝宝的生长发育、脑发育及睡眠健康等

方面开展定期评估，对可能存在发育迟缓的孩子进行早期干预并

组织科学研究，以发现母亲围产期问题对子代健康的影响，为重

点健康服务人群提供更有针对性的健康监测和干预。

华东师大中国言语听觉康复科学与ICF应用研究院是目前

全国唯一专注于ICF（国际功能、残疾和健康分类）框架下言语

功能评估标准的科研单位。此次，一妇婴与华东师大双方团队

将实现人才、技术和服务人群的优势互补，进一步夯实全生命

周期服务中的重要一环，即子代康复相关问题研究。

启动同期，一妇婴妇幼保健部针对健康队列儿童的发育关键

期提供义诊服务，义诊评估涉及生长发育、运动协调力、注意力、

视觉等方面。“发育过程中通过早期筛查、早期发现从而进行早期

干预，以减少发育疾病的患病率，意义非凡。”一妇婴妇幼保健部

主任花静表示，0至3岁是儿童大脑神经发育突飞猛进的阶段，也

是早期康复黄金期，一旦错过，康复效果可能大打折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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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社区医院坐诊、进居委提供健康咨

询和代配药、定期上门服务腿脚不便的老

人……作为社区“健康守门人”，浦东新区

北蔡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医生顾海文每天都

很忙碌。作为2000多名社区居民的签约家

庭医生，在顾海文心中有一本账，时刻记录

着对居民们的牵挂。

日前，记者走进北蔡社区卫生服务中

心，跟随顾海文一同看诊、进社区、上门服

务，感受着她平凡一天中的忙碌。

一大早，75岁的李学宽和妻子张阿姨

因为胆囊问题前来咨询。原来，李老伯今

年做体检时被告知，要切除胆囊。对于手

术的风险及饮食方面的双重顾虑，李老伯

心中犯了难：该怎么办？

现在家住惠南镇的李老伯，却第一时

间想到了远在北蔡镇的顾医生。李老伯夫

妇因儿子工作关系搬去惠南镇，之前在北

蔡镇居住的十几年里，他们每次看病都找

顾医生，这次一大早就乘坐地铁赶来，只为

听一听顾医生的专业意见。

顾医生建议李老伯采取保守治疗，一

方面他目前没有不适症状，另一方面腹部

CT和彩超均显示胆囊结石，可以先随访观

察。听到顾医生的话，李老伯夫妇悬着的

心放了下来。“我们听顾医生的”他们说，

“因为信任，真的是信任她。”

看完上午的门诊，匆匆吃完午餐，顾医

生便开始准备收拾下午进社区与上门服务

的物品。此时，一支红色的笔吸引了记者

注意。顾医生说，这支医用瞳孔笔是师傅

留给她的，自上班开始便一直陪伴着她，已

有20多年。“这不仅仅是支笔”顾医生感慨，

“更是一种精神传承，要像师傅那样，诚心

诚意对待每一位居民，服务好他们，他们同

样会把你当朋友。”

下午时分，顾医生来到居民方阿姨

家。在方阿姨家中，记者见到了一块小黑

板，上面写着顾医生上次来访时留下的医

嘱。“量血压时，血压仪要与心脏齐平，否则

量不准的。”顾医生一边为方阿姨量血压，

一边叮嘱其女儿。量完血压、测完血糖、叮

嘱好相关生活细节后，顾医生在小黑板上

写了如何服药等最新医嘱，保证方阿姨能

随时看到。

临走前，顾医生同以往一样，与方阿姨

唠起家常。方阿姨回忆说，一次她同老伴

去社区医院后，没有见到顾医生，便焦急地

询问她去哪里了。“我听说了他们一直在找

我，询问我的情况。其实那时候我生病了，

但不想告诉他们实情，以免他们担心。”顾

医生笑着回忆，“作为一名医生，与病人之

间是相互关心的，这件事让我很感动。”

“我们很牵挂你。”临别时，方阿姨与顾

医生紧紧相拥。

结束了一天的工作，顾医生赶回社区

医院，做些梳理和记录。“家庭医生签约服

务是上海医改的一张名片。做好2000多名

居民的家庭医生，也并不容易。关键要时

时刻刻把他们的事记挂在心上。”顾海文为

现在的工作很是自豪。

社区女医生，守护居民健康每一天
■本报见习记者 徐大伟

 北蔡社区卫

生服务中心顾海文

医生在与患者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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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迎接复旦“萌新”，

学校全力以赴为新生提

供温馨及时的报到服务，

还准备了各类入学礼物

及先导课程，帮助新生快

速适应大学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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