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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年首场寒潮来势汹汹，申城气温在

1月22日凌晨触底，-5℃创下今年以来最

冷纪录。而此时，国网上海市南供电公司

带电作业班的唐明华带着两支工作小队来

到徐汇区嘉善路和乌鲁木齐路，开展带电

更换高损耗变压器作业。

清晨4点，坐在与4层居民楼等高的绝

缘斗臂车里，唐明华的脸冻得通红，一阵阵

北风袭来，吹在暴露在外的脸上，仿佛一把

把小刀，刮得人生疼。唐明华集中精神，稳

住手上的动作，有条不紊地更换设备。

他告诉记者，此次检修既是为了寒潮

保电，也是为了确保龙年春节假期区域电

网平稳运行。“这里是市中心，道路狭窄、车

流密集，为了保证不影响早高峰交通，早晨

7点前撤场，我们就必须将施工作业时间

前移至凌晨4点。”唐明华说。

  小时待命，只为以最快
速度抢修

此轮寒潮期间，唐明华所在的带电作

业班24小时全天候待命，以应对可能出现

的突发情况。“这场寒潮降温比较剧烈，而

我们服务的徐汇区和闵行区都有着不少重

要的交通枢纽、医院和商场等场所，这些用

户对供电可靠性要求很高。因此，我们接

到情况通报后，必须立即到场处置，以最快

速度保障其用电需要。”唐明华解释道。

25日下午2点，唐明华又带领班组人员

来到闵行区塘浦路对故障熔断器缺陷进行

紧急消除工作。他告诉记者，节前计划类带

电检修工作量并不大，工作重点是对节前以

及寒潮特巡过程中发现的隐患、缺陷进行快

速处置。据统计，1月22日至26日这一周，

唐明华所在班组累计完成12次各类带电作

业，其中，在不断电情况下，消除隐患缺陷

并安装各类绝缘设备6处。“我们收工的时

候，经常有出门买早点的居民询问是不是

要停电，当听到我们答复已经带电换好了，

他们都会很惊讶。”唐明华笑着说。

这位1992年就进入公司从事线路检

修及带电作业工作的“电力老兵”说，几乎

每年都会有新的带电作业模式通过创新及

论证投入实际生产需要，带电作业覆盖范

围不断提升，现如今已基本覆盖各类型复

杂作业情况。

而除了作业方式的迭代升级之外，唐

明华和同事们还想方设法提升居民的“无

感”体验。不仅避开早晚车流高峰，还会跨

前研究用户的用电负荷曲线，尽量在负荷

低点开展相关作业，并配置负荷转移等突

发情况应急方案，全面保障用户持续用电。

“全能工程师”让居民春节用
上充电桩

另一位上海电力职工则扮演了“全能工

程师”的角色，为钦州南路上一个小区的居民

提前送上充电桩暖心“大礼”。

23日，市南公司南丹供服中心的客户工

程师吴琦娜来到该小区，开展9表位电表箱

安装后的现场查勘工作。据她介绍，安装这

个集中表箱将为原本用电已接近饱和的小区

新增26个新能源汽车充电桩接入电源点，有

效满足该区域现有及未来很长时间内的充电

桩安装需求。

至于为什么被称为“全能工程师”，吴琦

娜解释，作为负责该区域的客户工程师，她全

程参与了该项目的验收、投运及客户对接工

作，正是得益于这样的业务融合工作模式，该

项目仅用2小时就完成了验收和汇报工作，

让小区能在春节前完成充电桩的安装，“春节

期间，小区居民就能在楼下方便充电了。”吴

琦娜说。

记者了解到，通过大量走访和标签化管

理方式，吴琦娜所在的供电服务三班已提前

摸排清楚徐汇田林区域近10万用户的春节

用电需求。“例如，目前我们在独居老人密集

的小区开展了基于大数据分析的智能化‘惠

老’服务，一旦发现独居老人家中用电出现异

常，便可立即通知街道和居委上门查看，保障

老人的用电安全，让他们过上更安全、温暖的

年。”吴琦娜补充道，不仅如此，春节期间，她

还会与用户进行线上沟通，确保有需求第一

时间响应。

国网上海市南供电公司带电作业班避开交通高峰时段开展作业

“电力老兵”清晨3小时空中带电检修
■本报记者 张天弛

今年1月是新版国家医保目录正式执行

首月，经国家谈判进入国家医保目录的药品、

器械在上海提速落地。记者昨天从上海申康

医院发展中心获悉：全市37家市级医院已全

部完成药事会的召开、将新药纳入医院用药

目录，做到“应配尽配”。

加大落地执行力度，要求对
国谈药“应进尽进”

今年1月1日起，新版国家医保药品目录

在全国正式执行。此次目录调整共新增126种

药品，涉抗肿瘤、罕见病、慢性病、抗病毒等疾

病领域用药，通过医保谈判平均降价61.7%。

新版目录之下，各地再推新规提速国谈

药落地“最后一公里”进程。其中，上海于

2023年12月29日印发《上海市基本医疗保

险、工伤保险和生育保险药品目录（2023

年）》，明确提出，定点医疗机构应在《上海药

品目录》发布后一个月内，及时召开药事会

议，充分考虑新增药品（特别是谈判药品、竞

价药品）及调整适应症药品的临床应用，合理

优化本院药品用药目录，做到“应配尽配”。

“申康中心在以往工作的基础上加大市

级医院落地执行力度，要求全市37家市级医

院在目录出台后20天全部召开药事会，对国

谈药做到‘应进尽进’，即凡是医院有和目录

匹配的学科和病种，要求全部纳入医院药品

目录。”申康中心相关负责人介绍，截至1月

19日，该工作在全市市级医院全部完成，综

合性医院平均新进药品90种、专科医院平均

新进药品32种。

申康中心要求各市级医院在1月底前完

成新进目录药物的临床采购，并真正落实临

床使用，要求做到“应配尽配”，即只要临床有

需求，该给患者配的，全部能配。

关注“用好”新药好药，让患
者充分享受政策红利

国谈药的落地给患者带来真真切切的实

惠。在上海，部分医院已经率先“跑起来”。

中山医院此次将95种国谈药纳入该院目

录。“药事会的及时召开大大加快国谈药进入

临床的步伐，为患者尽快用上好药、新药，减轻

就医负担发挥积极作用。”中山医院药剂科主

任李晓宇举例谈到，新进入院的心血管创新药

物“维立西呱片”由自费用药经国谈后进入医

保，药费降幅达80.8%；再如首个单抗类乳腺癌

皮下制剂“曲妥珠单抗注射液”，由国谈前自费

用药通过谈判进入医保，药费降幅达37.5%。

上海市公共卫生临床中心药事会对新版

医保目录药品进行了讨论和投票表决，将121

个药品引进该院常备药品目录。以此次进入

国谈的“艾诺米替片”为例，这是治疗艾滋病

口服单片复方制剂，药事会通过后，该院1月9

日即采购使用，使患者充分享受到政策红利。

新华医院是上海市唯一同时拥有围产、

完整儿科亚专业和成人专业、覆盖全学科全

生命周期的三甲综合医院，也是上海市罕见

病诊治中心，此次共纳入122种国谈新药，列

三级医院纳入数量之首。眼下，该院正抓紧开

展新药采购工作。

瑞金医院药剂科主任卞晓岚表示，该院

国谈药配备比例达80%以上，除了及时配备，

瑞金医院同样重视用“好药”为患者带来更多

获益。为此，瑞金的临床药师团队积极融入各

临床学科团队，目前已覆盖重症学科群、肿瘤

学科群、神经学科群等十余个学科群，为创新

药物的临床应用提供药学监护、个体化用药

指导，为进一步推动创新药的临床应用助力。

破局“最后一公里”，多方形
成合力提速贯通

如何看待、分析国谈药在医院落地的比

例？申康中心表示，首先，由于各市级医院

的学科特色和病种结构不完全一致，使得药

品进入医院的产品目录有差异，无法做到将

目录新药全部纳入医院；其次，同一类型的

创新药、械品种会涉及多个生产厂家，给临

床使用带来一定重复性；第三，医务人员等

对新上市药械产品的熟悉度和临床使用把握

度还需要一定时间的学习掌握，患者对“上

新”药品的依从性也有待提高。

围绕国谈药，上海近年出招不断，医

疗、医保、医药等多方力量逐步形成合力，

助力国谈药落地“最后一公里”提速贯通。

“我们要明确的是，创新药械的使用不

纳入医院的药占比、耗占比的考核，与之

相对应的是，创新产品配备情况将纳入医

院综合绩效评价体系。”申康中心副主任王

育表示，国谈创新药、械落地受到各方关

注，它一头连着百姓用药的“救命”问

题，一头关系生物医药产业的创新动力与

营商环境，下一步，申康中心将继续跟踪

管理各市级医院创新药械临床合理使用情

况，更好满足群众多层次医疗保障需求；

与此同时，不断推动医企融合，加强市级

医院临床研究和转化应用，促进创新药械

高质量发展，助力上海生物医药产业高质

量发展。

最新统计显示：综合性医院平均新进药品  种、专科医院平均新进药品  种

国谈药落地提速，上海  家市级医院“应配尽配”

■本报记者 唐闻佳

本报讯 （记者占悦）为进一步完善本
市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制度，提升城乡居民

养老保障水平，促进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制

度可持续发展，记者昨天从市人力资源和

社会保障局了解到，《上海市城乡居民基本

养老保险办法》（以下简称《办法》）已经修

订完善，将自今年5月1日起实施。

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制度是面向城乡居

民的基本养老保险制度，个人按年缴费、政

府给予补贴，有条件的村集体进行补助。

本市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制度建立以来，制

度不断完善，待遇水平逐年提高，在扩大养

老保险覆盖面，实现贫困人员应保尽保，推

动乡村振兴，促进共同富裕等方面发挥了

积极的作用。截至去年底，本市共有71.8

万人参加城乡居民养老保险。

此次《办法》修订全面对标党的二十

大报告关于健全社会保障体系的相关要

求以及近年来国家对城乡居民养老保险

的改革部署，结合本市实际，在坚持权责

清晰、应保尽保，多缴多得、长缴多得等基

本原则的基础上，着力提高保障水平，提

升服务便利性。

为进一步加强对高龄老人的关心关

爱，提高高龄老人的养老保障水平，《办法》

增加了高龄倾斜政策，即：对本市领取城乡

居民养老保险待遇的人员，年满70周岁不

满80周岁的，基础养老金每月增加10元；

年满80周岁的，基础养老金每月再增加10

元，共增加20元。此外，《办法》还改进了

领取待遇人员资格认证方式，今后主要通

过信息比对等方式进行确认，并明确城乡

居民养老保险缴费申报和征收工作统一由

税务部门负责。

根据《办法》规定，本市城乡居民养老

保险个人缴费和政府补贴的具体标准今后

由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会同市财政局

另行制定。新标准公布之前，城乡居民养

老保险参保人员的个人缴费及政府补贴标

准仍按照原规定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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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唐闻佳）近日，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宋少莉
教授团队在核医学领域顶刊《核医学杂志》发表最新研究：利用

68Ga-FAPIPET/CT显像，可显著提高头颈部原发不明肿瘤原

发灶的诊断准确率。团队通过新型分子影像来定位原发肿瘤部

位，将原发灶诊断准确率从19%提高到51%，为头颈部原发不明

肿瘤患者提供了一种新型、无创、灵敏的诊断手段，有望改善部

分患者的治疗决策。

72岁的丁阿姨因为发现头颈部肿块就医，在医院穿刺检查

后发现是“右颈转移性鳞癌”。头颈部肿块是“转移癌”，那么“元

凶”在哪？随后的CT、MR平扫加增强以及内镜检查均未发现原

发病灶。为尽快“破案”，丁阿姨还接受了“肿瘤诊断利器”——

18F-FDGPET/CT全身检查，遗憾的是，结果仅显示丁阿姨“右

侧上颈部肿大淋巴结伴18F-FDG高代谢”，依然没有发现原发

病灶。检查已耗费两个月，直到她在宋少莉建议后接受了新诊

断方法——68Ga-FAPIPET/CT显像，才准确“锁定”了上颚的

原发病灶和右上颈转移性淋巴结。接着，丁阿姨接受了手术，术

后病理证实为上颚黏液表皮样癌。随后，她顺利接受了其他的

辅助治疗。

同是PET/CT，为何68Ga-FAPIPET/CT显像更“高级”？宋

少莉解释，头颈部原发不明肿瘤是一组高度异质性的恶性肿瘤，

之所以称为“原发不明肿瘤”，是因为这类头颈部肿瘤经现有临

床检查方法均无法明确原发灶来源。18F-FDGPET/CT显像是

目前临床用于肿瘤原发灶定位、定性诊断的常用方法，但由于头

颈部组织的葡萄糖代谢存在生理性或炎性（如鼻咽、口咽、扁桃

体炎症等）的，常常导致18F-FDGPET/CT在头颈部原发不明肿

瘤诊断中存在一定的假阳性和假阴性。丁阿姨就是遇到了这种

情况。

为提升头颈部原发不明肿瘤的诊断准确性，宋少莉团队开

展了前瞻性临床研究。该研究随机入组91例经临床、影像及病

理诊断阴性或可疑的颈部淋巴结转移性癌患者，在一周内进行

双探针18F-FDG和68Ga-FAPIPET/CT显像，对疑似原发灶的

部位经病理活检进一步确认。结果显示，在诊断准确率方面，

68Ga-FAPIPET/CT显著高于 CT、MRI及 18F-FDG PET/CT

（51% vs14%、20%及19%）。随访生存结果显示，原发灶未明

确诊断的患者复发率显著高于原发灶明确诊断的患者。

该研究表明，68Ga-FAPIPET/CT显著提高头颈部原发不

明肿瘤的原发灶诊断准确率。该项成果此前在第36届欧洲核

医学年会作大会交流，引起广泛反响。宋少莉表示，依托肿瘤医

院肿瘤多学科综合治疗团队力量，他们已开展了系列的FAPI

PET/CT临床研究，已有8篇成果发表于核医学顶刊。

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团队
发表最新研究成果

大幅提升头颈部原发
不明肿瘤诊断准确率

本报讯（记者唐闻佳）在上海全力推进儿童友好城市建设
的背景下，记者昨天从上海市卫健委获悉，上海正在推进儿童友

好医院建设，以促进本市儿童相关医疗保健服务更加优质高

效。相关要求明确，鼓励医疗机构成立家委会，建立有儿童、家

长和医护反馈意见的平台，并加强调查和评估结果的应用等。

近日，上海市卫健委印发《上海市儿童友好医院建设指引

（试行）》（以下简称《指引》），明确儿童友好医院的建设主体为

妇幼保健机构、儿童医院、综合医院（含中医、中西医结合医

院）儿科、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等，要求在建设过程中充分考虑

儿童群体的特殊性，完善儿童就医空间环境，提供优质高效医

疗保健服务。

完善儿童就医空间环境是儿童友好医院建设的重要一环。

《指引》要求，采用色彩丰富的柔软材质进行适儿化装修；医院室

内外公共区域设置玩耍空间，并定期进行消毒和检查维护；设置

儿童专用就诊窗口、治疗室、观察室等。

在资源配置方面，《指引》鼓励增设线上儿科诊室。在分级

诊疗与医联体建设方面，要求各类别主体建设单位建立儿童患

者的双向转诊机制，儿科医联体牵头单位要加强对片区的支持

与指导。

针对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指引》明确根据服务半径和建设

规模，设置儿童预防接种、儿童保健、儿童早期发展指导等用房；

有条件的可设置儿童专属科室和床位，同时也鼓励增设线上儿

科诊室。

鼓励医疗机构成立家委会

上海推进儿童友好医院建设

1月22日清晨，

市南公司相关工作人

员正在嘉善路对高损

耗变压器更换后的新

设备进行带电接入。

（国网上海市南
供电公司供图）

（上接第一版）近年来，上海着力建设“智慧校

园”“数字大脑”“数字驾驶舱”等，整合校内所

有数据资源，以数字化赋能校园治理，努力实

现从教育管理向教育治理的系统性跃迁。

在卢湾一中心小学，上课铃声响起后，教

师就能通过界面上显示的学生虚拟头像变色

程度来判断学生的准备情况；再看学生的教

室，灯光“忽明忽暗”，可根据室外光线调节到

最适合的室内照明亮度；通过物联网技术，校

园内的灯光、水质、空气质量等环境因素也

“尽在掌握”……卢湾一中心小学早在2010

年就开始尝试将数智技术应用于教育教学碎

片化场景，2018年该校全面启动数智技术与

情感教育双驱动的小学育人模式探索实践。

去年，这一探索获得2022年基础教育国家级

教学成果奖特等奖。

作为上海城市数字化转型的重要组成部

分，教育数字化转型是上海深化教育综合改

革的重要载体。如何以数字手段撬动“教与

学”领域的深层次变革，从而产生教育教学和

人才培养的新范式？

近年来，上海持续打造“上海学校数字基

座”，中小学备课、教学和作业辅导“三个助

手”数字教学系统、教师研训一体化平台等一

系列全市性的教育数字化转型重点项目，以

项目驱动推进教育数字化转型向纵深发展。

在沪上不少中小学，已成为老师们得力帮

手的“三个助手”，便是一个生动的实践。“三个

助手”包括课前备课助手、课堂教学助手以及

课后作业辅导助手。试用“三个助手”上课一

年多，江湾初级中学教师们发现，教学更深

入，学生学习更充分，课堂活跃度显著提升。

据统计，目前全市已有590所学校、7691

位教师、9.5万余学生使用“三个助手”开展教

学实践。此外，本市正在建设35所整体试验

样板校，其中包括18所初中薄弱学校，以此

更好地发挥数字化对于基础教育优质均衡发

展的价值。

推进数据支持下因材施教，
全方位赋能教师发展

教育数字化发展的关键在教师，难点也

在教师。如何通过数字化全面提升教师的信

息素养与技能，为广大教师的职业发展进一

步赋能？

作为全国七个“智慧教育示范区”之一，

闵行区为教师搭建了教师专业发展档案系统

和教师大数据系统，对区域教师的基础信息、

教学活动、教研活动、奖惩情况等进行采集和

记录，对教师进行多维度精准画像。六年多

来，这两大系统已记录了近百万条结构化数

据和5万多个教师大资源包。

“通过精准画像，老师们不仅对自身发展

现状有了更明晰的了解，教育部门也能利用

数据分析对老师进行多维度评估，促进教师

评价的科学性和公平性。”闵行区教育学院院

长朱靖表示。

“海上名师坊”是上海教育创新教育资源

服务、满足大规模个性化教育的又一新尝

试。它是一座覆盖基础教育全学段、多学科

的在线学习资源库。在这里，老师们既可拥

有自己专属的个人教师坊，在网络空间推出

自己的教学代表作，也可以随时学习和借鉴

名师的教育教学方法。

为建设适应新时代教育发展的高素质专

业化创新型教师队伍，上海正积极推进数据

支持下因材施教、线上线下融合式教学及人

工智能教育应用等方面的教师专业能力与数

字素养的提升。截至2022年底，全市17万余

名中小学教师已全部完成不少于50学时的

全员培训。

在虚拟仿生场景中“实训”，
为职业教育发展探新路

数字化转型的提速，让上海职业教育的

课堂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在上海南湖职业技术学院新能源汽车专

业实训室，学生们佩戴AR眼镜，眼前立刻浮

现出新能源汽车电池、发动机等各个零部件

的虚拟影像。在专业教师指导下，学生在

360度沉浸式的环境中学习如何拆装、维修

电池。这样一来，原本具有一定危险性的专

业技术动作，在新技术的赋能下，轻松地“走

入”了学生实训课堂。

上海南湖职业技术学院教师陆莹介绍，

眼下，该校的智能汽车服务、健康护理等相关

专业大类，都已借助数字化技术的应用，让学

生在虚拟仿真的企业和生活场景中习得新知

识新技能。南湖职院数字化产教融合虚拟仿

真基地项目，也获批上海市元宇宙重大应用

场景首批建设成果。

记者从市教委获悉，聚焦可复制、可推

广、高质量的教育应用场景，本市已持续培育

创建了17所职业教育领域的上海市教育信

息化应用标杆校。

丰富老年教育智慧场景，助
力全民终身学习

上海是我国最早进入人口老龄化且老龄

化程度最深的城市之一。伴随城市数字化转

型加速，如何满足广大老年群体“老有所学”

的需求，引导更多老年人主动拥抱数字社会、

享受智慧城市的红利？

在上海老年大学的“智慧生活体验教

室”，日常生活中的智能设施已成为校园里的

教具。出行、就医、消费、文娱……高频的生

活场景在校园里一一“复刻”，老年人可以在

这里大胆地体验、“试错”，打消对智能技术畏

惧、疑虑乃至排斥的心理。借助“沉浸式学

习+模拟应用”新手段，越来越多的老年人开

始跨越“数字鸿沟”。

让不少老年人深感欣慰的是，类似的老

年教育智慧学习场景，这几年正陆续出现在

他们的家门口。2021年底，静安区率先新增

一所区级老年大学——静安乐龄老年大学，

织密静安“8分钟学习圈”。而在市郊金山，占

地3000平方米、拥有九大智慧学习中心的康

城老年大学如今每学期开设20门课程，招收

2000名左右的学员。根据计划，到2025年，上

海全市将建设100个老年智慧学习场景。

上海市教委相关负责人表示，经过持续

努力，目前上海教育数字化转型取得了阶段

性成果，涌现了一批特色实践案例。下一步，

上海市教委将在教育部领导下，继续深化教

育数字化转型国家试点区建设，放大数字化

在促进优质教育资源共建共享、服务大规模

因材施教等方面的独特作用，促进数字教育

向更高水平发展。

数字化转型提速促上海教育更优质均衡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