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再添一处教育基地

和文化阵地！昨天，医学分子病毒学重点实验

室（病原生物科学馆）全国科学家精神教育基

地在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揭牌。作为复旦大

学“文化校历”系列之一，基础医学学科周同

期拉开序幕。

始终面向国家人民的重大需
求创新和求索

5月30日全国科技工作者日之际，中国科

协、教育部、科技部等7部门联合发布2023年

度科学家精神教育基地认定名单。昨天的活动

现场，医学分子病毒学重点实验室（病原生物

科学馆）全国科学家精神教育基地正式揭幕。

“科学家精神首先是一种创新精神，是一

种孜孜不倦揭示事物本质的探索精神。”医学

分子病毒学重点实验室创始人、中国工程院

院士闻玉梅回顾了病原学科前辈汤飞凡战胜

沙眼疾病，以及自己的老师林飞卿在战争时期

用黄豆汤培养细菌的故事，阐释了科学家精神

的内涵。“创新不在于大小，在于为人民群众切

实解决问题。”在闻玉梅看来，科学家精神还

是科研工作者不怕艰难，以实践来解决问题

的精神。她还谈到，科学家之爱是一种广谱的

爱，是对国家、对社会、对人民的深沉的爱。

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病原学科发展至今，

始终面向国家人民重大需求，成为科学家精神

萌发和人才培养的沃土。闻玉梅自谦地说自己

也是“新兵”，病原学史上的一代代科学家才是

领路人和火炬手。“希望以我们的努力将火炬

代代相传，将科学家精神不断发扬光大。”

凝聚起追求真理、科研报国
的优良传统

医学分子病毒学重点实验室（病原生物

科学馆）坐落于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复星楼，包

括主展区（病原生物科学馆）、大厅展区和实验

室文化区，并设有网上数字馆。

“科研的核心是创新，科研的道路是勤

奋，科研的态度是求实，科研的目的是为人

民。”走进这一科学馆，迎面的墙上镌刻着闻

玉梅院士凝练的四句格言，阐释她心目中的科

学家精神。

这一全新展馆，通过老物件陈列、历史照片

等形式记录下病原学科悠久的历史传承，从汤

飞凡、林飞卿等前辈建立和发展病原生物学系，

到闻玉梅创建重点实验室，至今已近百年。

展馆以珍贵标本、经典影像、显微切片等

传统形式，与人机交互、裸眼3D等现代化方

式有机结合，展示了一个个微观世界场景。

这里记录着病原学科以闻玉梅、袁正宏等为

代表的几代专家潜心研究乙肝病毒致病机理

的历史，记录着发现全球首例人感染H7N9禽

流感病毒、分离上海首株新冠毒株等时刻，

更可追溯到新中国成立初期防治寄生虫病、

制备实物标本背后的科学故事。丰富的展陈在

为参观者普及科学知识的同时，把科学家精神

融入生动的材料之中，为全面育人提供生动的

教材。

近年来，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大力推进博

物馆群建设，形成了包括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

院史馆、病原生物科学馆、人体科学馆、病理标

本博物馆、医科馆上医人文库、大道践德——钱

惪教授捐赠纪念展、沈自尹中西医结合展厅等

在内的博物馆和常设展群。

同时，作为复旦大学“文化校历”的重要组

成，基础医学院“医学之基 创新未来”学科周正

式拉开序幕，除了教育基地揭牌仪式作为首场

活动外，还有一系列高质量活动安排共同营造

浓厚的学术文化氛围。

复旦大学党委书记裘新表示，希望把这一

基地建设和“文化校历”项目、“学科周”系列活

动紧密结合起来，加快形成尊重知识、崇尚创

新、尊重人才、热爱科学、尊重创造、创新报国的

浓厚氛围，为建设科技强国汇聚澎湃动力。

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再添一处教育基地与文化阵地，闻玉梅院士谈科学家精神

孜孜不倦的探索，源自对国家和人民深沉的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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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16日，在中国文物学会、中国建筑

学会的指导下，由四川大学、四川省建筑设

计研究院有限公司、中国文物学会20世纪

建筑遗产委员会主办的“第八批中国20世

纪建筑遗产项目推介暨现当代建筑遗产与

城市更新研讨会”在成都举行，推介了朱启

钤旧居（东四八条111号及赵堂子胡同3

号）、人民礼堂、上海复旦大学邯郸路校区

历史建筑建筑群等共计101个第八批中国

20世纪建筑遗产推介项目。

关注不知名与欠发达地区建筑

据介绍，第八批中国20世纪建筑遗产

推介项目分布在全国24个省（市、自治区），

包括中国建筑西南设计院有限公司旧办公

楼、云南省石屏第一中学、扬州汪氏小苑、

浙江江厦潮汐试验电站、第一届西湖博览

会工业馆旧址、北京发展大厦、瑞金宾馆、朱

启钤旧居、长安大华纺织厂原址、中央美术

学院美术馆、四川成都建川博物馆聚落、广

东顺德人民礼堂、天津第一机床厂等。其中

上海新增两项，分别为大上海大戏院与上海

复旦大学邯郸路校区历史建筑建筑群。

截至第八批，中国文物学会20世纪建

筑委员会依靠百余位界内建筑文博专家委

员，共计向业界与社会推介了798个项目，

涉及全国31个省（区、市），其中排名前10名

的地区有北京、广东、江苏、上海、湖北、天

津、重庆、陕西、浙江、河南。

中国文物学会20世纪建筑遗产委员会

副主任委员、秘书长金磊表示，第八批中国

20世纪建筑遗产项目推介秉承了以往几批

的特点：与新中国建设的历史脉络密不可

分；越来越重视尚未得到广泛关注的项目，

例如朱启钤旧居、瑞金宾馆和漳州宾馆；欠

发达地区的项目占了本次推介项目名录的

近20%，云南省玉溪市、山东省枣庄市、山西

省晋中市、贵州省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

州、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石河子市等地的遗产

项目首次在中国20世纪建筑遗产推介项目

名录中出现；项目中包括多项体现改革开放

精神的项目，比如招商局蛇口工业大厦和深

圳博物馆；包括对中华现代文明展现自信的

项目，如北京发展大厦、金陵饭店（一期）、津

浦铁路淮河大铁桥、橘子洲大桥、韶山灌区

建筑遗存；包括在当代语境下凸显地域文化

价值的项目，如西安汉阳陵博物馆、长富宫

饭店；还有海外建筑师、普利兹克奖获得者

矶崎新设计的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

最重要的是活化与“伙伴”

与会专家认为，建筑遗产被挖掘和认证

后，不应像博物馆藏品一样被割裂在实际生活

之外保护起来，而要在活化利用中融入城市日

常生活与精神塑造。“最重要的就是活化和‘伙

伴’。活化就是历史建筑不能闲置，修好了又锁

起来它绝对会损坏，一定要合理使用；第二是

‘伙伴’，一定不是政府包办，每个人每个机构

都有历史建筑保护的知情权、建设权、收益权，

它是全民公众的事业。”中国文物学会会长、故

宫博物院学术委员会主任单霁翔说。

他举例香港的当代建筑遗产保护改造：遗

产保护部门会与建筑部门合作，将一栋建筑里

的所有保护元素调查清楚，接着让市民以投票、

写信的方式提出改造意见，并依据市民的集中

意见选择投标方案。被改造为教育设施的北九

龙裁判法院、改造为中医博物馆的雷生春堂都

是让遗产改造惠及公众、融入公众的成功案例。

还有专家指出，当下，可以利用VR沉浸

等技术将建筑遗产信息化、可视化，也将推动

建筑为大众所亲近、阅读，成为遗产融入当代

生活的契机。 （本报成都9月16日专电）

第八批中国  世纪建筑遗产项目推介举行，包括
复旦大学邯郸路校区历史建筑建筑群等   个项目

持续挖掘中国百年建筑瑰宝

1949年前的松江与今天相比有什么变

化？上海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所长钟翀

编纂的《江南近代城镇地图萃编》由上海书店

出版社推出，昨天在沪首发座谈。这是近年来

江南城镇地图文献的首次系统性编集、整理，

弥补了江南地图专题文献的出版空白，有助

于推动江南历史地理研究。

书中精选了63座江南中心城镇的228种

近代地图，直观反映了江南水乡城镇的自然、

人文和历史发展变迁。这些地图多为此前图

录书未收之图，尤其是众多近代江南城镇的

大比例尺实测地图，海内外各公私藏家罕有收

藏，有些更是传世的孤本，此次系国内首次公

开披露，有着颇高的文献和文物价值，为学界

研究相关课题提供了难得史料和重要线索。

见证江南城镇变迁

薄薄的地图，承载着厚重的历史，直观反

映了江南水乡城镇的自然、人文和历史变迁，

是记录我国江南地区城市物质文明和文化发

展的重要文献载体。何处是“江南”？《江南近代

城镇地图萃编》中所设定的“江南”，是按照清

代“八府一州”行政区划分类，即苏州、松江、常

州、杭州、嘉兴、湖州、宁波、绍兴及太仓州这几

个区域，汇集选编了大多数江南传统水乡城镇

的清代古舆图和最早的近代实测地图。

“全书对于同一座城镇尽可能优选近代

前、后不同阶段的新、旧两种测绘方式的详细

地图，每座城镇至少收录一幅方志古城市图

和一幅近代实测城镇图，既全景式反映了江

南核心地区各府县州厅的城镇体系，也通过新

旧两种地图比较，清晰反映出江南城镇从繁荣

发达的古代城镇向现代化城镇转型的动态过

程。”钟翀谈到，自前近代的十五、十六世纪以

来，我国江南地区绽放出了华丽的市镇文明。

此类江南城镇渊源甚久，它们自先秦“吴市”

“山阴”等早期都市，中古以来众多“草市”以及

宋元“镇市”“县市”迤逦生长而来，至明中叶迎

来蓬勃发展。明清以降，得益于丝、棉、米等产

业的兴盛，依托密如蛛网的河湖水系，在江南

核心区域形成了星罗棋布、有序分级的城镇

体系，规模与活跃度在全国首屈一指。这些江

南的独有特色，都在地图中得以精妙呈现。

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教授周振鹤表

示，长期从事历史地图学研究的钟翀在地图

文献的收集上已有相当的积累，经历年来不

懈查访国内外各大藏书机构和私人藏家，并

经他本人一意搜求，《江南近代城镇地图萃

编》收录古旧地图基本涵盖了近代以来江南

地区最为重要、且具有代表性的城镇地图，藉

此当可一窥此类地图之全貌。

该书收录的地图，在绘制、刊印上也有其

独特创作环境与鲜明时代个性。在江南的上

海、苏州等地，甚至还曾出现手绘、木刻、铜版、

石印、胶印等多种制印方式并存的独特景象，其

中尤以绘本与五彩石印地图最具时代特色，前

者如清同治年间彩绘“宁郡地舆图”，后者如

1888年彩色石印本“上海县城厢租界内外全

图”，均是同时代匠心独运的代表作。

助力水乡景观保护

城墙、衙署、学校、医院、寺庙等重要建筑，

水网、桥梁、铁道等交通设施，商业中心、居民聚

居点等情况……一张张充满年代感的地图，犹

如一幅幅绚丽的历史画卷，从城镇宏观格局到

街巷细微之处，将历史变迁展现在读者面前。

从地图中不难发现，六朝以降直至近代，江

南屡屡扮演着抗衡南北的南方中心基地的角

色。而从语言、民俗和经济的联结来看，苏松常

太、杭嘉湖、宁绍构成吴方言中最为典型的吴语

太湖片分布主体，在该区域中，不仅语言互通，

甚至也具有了较为一致的民系认同和地方归属

感；在经济上，至迟到明代，环太湖五府与杭宁

绍地区已形成有着内在经济联系和诸多共同点

的经济区。“从人、物、财和信息的流动与通连，

从中心城镇与乡村聚落的空间秩序与经济密度

来看，这八府一州也可视为我国经济一体化最

为显著、经济发展最为均质的区域整体。”钟翀

认为，这种“流动与通连”在当下区域一体化发

展中依然是关键命题。

“发掘我国传统城镇的图像史料，将之运用

于城市历史景观建设与生态文明建设，这对上

海城市建设、长三角一体化高质量发展，都有一

定启发。”华东师范大学地图研究所原主任、学

术顾问黄余明说。在上海交通大学设计学院院

长阮昕看来，《江南近代城镇地图萃编》不仅是

珍稀文献汇编，也有助于当下江南水乡城镇人

文和历史景观的保护复原，让“绿水青山”理念

进一步深入人心。

《江南近代城镇地图萃编》在沪首发，助力长三角水乡人文历史景观保护复原

首次！  座江南城镇   种地图集结出版
本报讯 （记者唐闻佳）9月20日是第35个“全国爱牙

日”，今年的宣传主题是“口腔健康，全身健康”，副主题是“关

爱老年口腔，乐享健康生活”。记者昨天从市卫生健康委获

悉，本市人口老龄化程度高，老年人口腔健康问题不容忽视。

根据第四次全国口腔健康流行病学调查数据显示，上海65

至74岁老年人牙周健康率仅7.9%，恒牙患龋率高达94.3%。

口腔疾病是患病率最高的慢性病之一，已成全球公共

卫生的重大挑战。世界卫生组织报告，全球近一半人口患

有口腔疾病。口腔疾病与全身健康紧密相连。研究显示，

口腔中的感染和炎症因子会加剧心脑血管病、糖尿病、阿尔

茨海默病等慢性病。龋病、牙周病等口腔常见病不仅影响

咀嚼、言语、美观等功能，还会造成社交困难和心理障碍。

口腔疾病对老年群体的影响更为严重，会明显降低老年人

的生命质量。

市政府高度重视老年人口腔健康，多年前已将“开展老

年人口腔健康管理，加强高血压、糖尿病等老年慢性病患者

的口腔健康建档及管理，推动老年人口腔疾病综合防治服

务”纳入《健康上海行动（2019-2030年）》。依托多轮“上海

市加强公共卫生体系建设三年行动计划”，全市组织实施了

贫困老年人全口义齿修复、“一老一小”口腔健康服务模式

优化等项目，促进改善老年人口腔健康状况。

市卫生健康委昨天在虹口区开展市级“全国爱牙日”主

题宣传活动，全市30名口腔知名专家为市民提供义诊咨询

服务。今年“全国爱牙日”期间，本市将以老年口腔健康为

重点，组织在全市范围开展系列宣传活动，深入社区、养老

机构等重点场所，宣传和引导老年人树立口腔疾病早防早

治的健康理念，帮助老年人掌握正确的口腔保健方法，养成

良好的口腔卫生习惯。

上海  至  岁老年人恒牙患龋率达  .3%

口腔疾病会降低老人生命质量

本报讯（记者唐闻佳）昨天，市医保局传来消息：近年
来，上海积极推进“互联网+”医疗服务医保支付工作。截

至目前，我市已将227家定点医疗机构提供的“互联网+”医

疗服务纳入基本医疗保险支付范围。

“互联网+”医疗服务纳入基本医疗保险支付范围，有助

于进一步方便百姓就医，享受医疗数字转型带来的便利。从

227家定点医疗机构的名单来看，既有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

院、华山医院，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仁济医院

等大型综合三甲医院；也有复旦大学附属妇产科医院、儿科

医院，上海市第一妇幼保健院、胸科医院等专科医院；还有

徐汇区中心医院、普陀区中心医院、嘉定区中心医院等区属

医疗机构，更兼顾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青浦分院、青浦区

朱家角人民医院、金山区亭林医院等地处远郊的医院。

中医医院类别里，有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龙华医院、曙光

医院、岳阳中西医结合医院等三甲医院，也有黄浦区香山中医

医院、长宁区天山中医医院、上海泰坤堂中医医院等在区域内

颇具特色的中医医疗机构。另外，全市16区上百家社区医疗

机构均在名单上，方便市民根据自身情况便捷就医。

沪   家定点机构“互联网+”
医疗服务纳入医保支付范围

本报讯（记者史博臻）G318沪青
平公路方厅水院段工程昨天通车，将

串联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

区的水乡客厅方厅水院、创智引擎、科

创学园等功能组团，为水乡客厅核心

区建设提供重要支撑。

G318沪青平公路贯穿上海青

浦、直通江苏吴江、毗邻浙江嘉善，

是被纳入“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

展示范区综合交通专项规划”的干线

公路。工程位于水乡客厅核心区，西

起上海江苏省界，东接新杨路以西现

状G318公路，采用双向4快2慢规

模，道路等级为一级公路(集散型)，

由上海城投公路投资（集团）有限公

司投资建设。

工程设计时速为60公里，跨越

雪落漾河处新建一座元荡桥，是水乡

客厅“六横八纵”区域路网体系的重

要组成部分，也是展示水乡客厅整体

江南水乡风貌和空间肌理的重要载

体，更是水乡客厅乃至长三角生态绿

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建设画龙点睛的

环节。

据城投公路介绍，为践行“绿色

公路”设计理念，工程建设以保护环

境为首要目标，将原本无法利用的环

境资源转变为可利用资源，实现绿

色无废施工。例如，施工过程中采

用浜塘就地固化处理，利用固化剂

使原位土直接达到使用要求，实现资

源的循环利用，同时实现工程废弃土

的零外运。

由于工程西起上海市与江苏省

界，与G318公路江苏省吴江段相

连，如何做好政企协同、跨界沟通，

共绘“一张蓝图”，显得尤为关键。

在跨区域合作方面，城投公路在长三

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执委会统筹协调下，通过整

体谋划协同推进，按标准统一、流程优化、材料简化的思

路，突破跨省交通基础设施建设的行政壁垒和体制机制障

碍，探索示范区跨区域高等级公路协同推进的新模式；在

推动工程建设方面，城投公路在市交通委等部门指导下，

实现项目“当季立项、当季具备开工”的重要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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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王星）上海体育大学昨天正式揭牌，活动
现场宣读了《教育部关于同意上海体育学院更名为上海体

育大学的函》。

上海体育大学创建于1952年，原名华东体育学院，是

新中国成立最早的体育高等学府，1956年更名为上海体育

学院。学校坚持特色性应用研究型办学定位，秉持“身心一

统，兼蓄竞攀”校训，承载“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弘

扬体育文化”的光荣使命，践行“为了师生终身发展”的根本

理念和“身心一统、德技相长、文理兼修、服务社会”的办学

思想，扎根中国大地建设世界一流体育大学。学校于2017

年、2022年连续两轮入选国家“双一流”建设名单，2023年6

月，经教育部批准更名为上海体育大学。

副市长解冬、市政协副主席虞丽娟出席揭牌仪式。

上海体育大学正式揭牌

《 江

南近代城

镇地图萃

编》新近

面世。

（ 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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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①复旦大学邯郸路校区历史建筑建筑群中

的相辉堂（1922）和②子彬院（1922）。

③位于陕西省西安市的长安大华纺织厂原

址（20世纪30年代）。

（均中国文物学会20世纪建筑遗产委员会供图）
制图：冯晓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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