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www.whb.cn

2024年2月12日 星期一要闻2
一版责编/张怡波 靳玮
编 辑/邓笠懿
本版责辑/曹利华

定价每月30元 零售1.00元
上海报业集团印务中心

本报地址:上海市威海路755号 邮编:200041 电子信箱:whb@whb.cn

电话总机:(021)22899999 传真:(021)52920001(白天)

本报北京办事处 北京市崇文门东大街6号8门7层 电话:(010)67181551

本报浙江记者站 杭州市庆春路182号7楼 电话:(0571)87221696

发行专线电话:(021)62470350

广告专线电话:(021)62894223

贴上一幅幅“龙年大吉”的窗花，普陀区

人民医院血透室的年味一下子来了。

“对我们来说其实没有国定假日的概念，

只有血透日，我就是每周一、三、五。所以我

也很感动，这里全年无休，医务人员陪我们走

过四季，跨过新年。”老石是这家医院血透室

的老患者，说到动情处，他红了眼眶。

在这家血透中心，与老石一样的血透患

者有100多名。如同这里持续运转的血透机

器，这里的医务人员也必须时刻打起精神、保

持“始终在线”的状态。因为对尿毒症患者来

说，每周的血透治疗是他们的“生命线”，患者

说这叫永不停“析”。日前，记者走进医院里

这个特殊的地方。

沉甸甸的信任背后，是医护
“始终在线”的守护

今年除夕是周五，是老石的血透日。早

上8点，他准时来到普陀区人民医院血透室，

上机，一次4小时的血透开始了。

“我们不迟到、不早退，这里不发工资，但

发寿命。”老石说话爽利。视线拉回两年前的

2022年2月，他是另一番状态。“当时我旅居

海南，做点小生意，有段日子出现脚肿、气喘，

到医院急诊一查，肾衰竭，当场透析了。”老石

说，当时内心非常恐慌。这个悄悄突袭的肾

病让他懵了。

这年，他64岁。在海南透析三次后，女

儿说，还是回上海吧。老石返沪，落定在普陀

区人民医院透析，这里与他家的距离是18公

里，但他认定了这里，每周来三次。

春节里，所有中国人都盼着回家，老石对

记者轻轻地说，“这里就像家一样。”这份沉甸甸

的信任背后，是医护人员“始终在线”的守护。

与普陀区人民医院肾内科主任李军辉在

血透室走走，目之所及是一派宁静。患者躺

在床上透析，有的闭目养神，有的用手机看

剧。而在医务人员眼中，这样的平静是如此

可贵。别看眼前风平浪静，险情可能随时出

现。老石就在透析床上被抢救过两次。“我昏

死过去了，直接在床上给做了心肺复苏。”老

石感恩医务人员高超的专业技术、全力以赴

的态度，他说以前自己不叫老石，叫“老掉”，

就是一上机，就掉血压，身体状态很差。

“血液一旦引出体外，患者会有一个动态

血压下降，所以在整个透析过程中，医生和护

士要紧密配合，并随时准备应对突发情况。”

李军辉解释，血液透析，简单说，就是通过将

体内血液引流至体外，在透析器中清除体内

的代谢废物、过多的水分和毒素，维持电解质

和酸碱平衡，并将经净化的血液回输体内。

也因此，医务人员首先要通过各种方法预防

并发症的出现；其次，即使患者上机，医务人

员仍要打起十二分精神，注意观察患者状态，

随时准备应对各种突发情况。因为如果不能

及时发现、处理不当，后果不堪设想。

岗位上跨年，希望陪患者迎
来一个又一个新年

血液透析治疗是血液净化的常用方式，

也是尿毒症患者最常用、且有效的救命办

法。2023年，普陀区人民医院全新扩建的血

液净化中心启用，升级扩容的血液净化区域

可容纳30多人同时治疗。目前，这里常规服

务100多名血透患者，一天两班患者来透析。

区域内血透中心的建设真是能“救命”

的。就在小年夜当晚11点多，当日备班的普

陀区人民医院血透室护士长李颖在家里接到

电话：一名急诊患者需要紧急血透！李颖放

下电话就往医院赶。原来，一名50多岁的尿

毒症患者突发心衰，经“120”送到急诊。

“之前透析过吗？”一问才知，患者在老家

透析过，这次是希望利用两次透析的间隙到

上海来“反向打工当保姆”——春节期间，保

姆可能短缺。不巧的是，她感冒了，又没好好

治疗，病情一下子加重了。

李颖立即把机器推到抢救室患者身边

开始床旁透析！有条不紊地操作，密切关

注患者的病情，不知不觉，这一陪已经来到

年三十。这场5小时的透析平稳结束，患者

转危为安。此时已是除夕清晨5点多，李颖

继续上起了白天的班头。“我们这个工作性

质就是这样，手机24小时开机，随叫随到，

大家都是这样的。”李颖笑着对记者说。

这里肾内科有8名医生、10名血透专职

护士，整个春节假期就是大伙轮流值守。在

岗位上过年，成了这里每个医护都有的经历。

“习惯了！”血透室值班医生张倩楠笑着

说，4年没回老家过年了，每年春节都是爸妈

赶来上海团聚。令她开心的是，如今的患者

中，有90多岁的老太太、老先生，其中最长透

析者有20多年了，还是小姑娘时就来透析，

后来结婚生子，女儿又生了小孩。透析10多

年的病人不少，越来越多的患者不仅在这里

重拾生活的信心，更有了新奔头。

比如老石。他牵头成立了病友俱乐部，

在医护指导下，对病友开讲“老石话血透”“老

石血透攻略”。“我自己经历了从恐慌、到接受、

享受三段历程，很感谢医务人员一路陪伴。

也因为他们，激发了我投入公益的决心。我

走过不少弯路，希望告诉更多病友如何调整

生活方式，如何配合医护人员。”老石说。

“很多时候，我们也是被患者感动着。”李

军辉说，一直记得患者说的话，他们在这里，

是为生命“充值”，永不停“析”。也因此，在岗

位上跨年的他们，希望陪着患者迎来一个又

一个新年。

永不停“析”的血透室，守护患者“生命线”

■本报记者 唐闻佳

与老家来上海的父母一起迎来龙年新

春，赵杉杉这几天正准备行李和会议资料，

明天她就要飞往日本参加一个学术会议。

作为中国科学院上海天文台黑洞成像

研究团队最年轻的一员，赵杉杉自2020年

加入团队，就乐此不疲地“代表人类探索黑

洞”，并通过科普视频、讲座、文章，让更多人

对这种宇宙中的神秘天体有更多了解。

就在身边不少同学、同行坚持不下去，

转身离开这个领域时，赵杉杉感觉自己渐入

佳境——这正是上海天文台黑洞成像团队

带给她的力量，“站在巨人的肩膀上，星辰触

手可及”。过去20多年，这支团队孜孜不倦

地参与国际合作，为人类拍下首张黑洞照

片、首次摄下黑洞“全景照”，在国际天文学

前沿领域作出上海贡献，发出中国声音。

想尽各种办法只为“看清”黑洞

2019年4月，人类首张黑洞照片公布，

那个温暖如烛光的“甜甜圈”引来了全世界

对黑洞这个神秘而冷僻领域的关注。

1915年，爱因斯坦提出广义相对论，预

言了黑洞的存在；直到1970年前后，天文学

家才认定星系中心都藏着一个黑洞，并在

1974年发现银河系中心有个“疑似黑洞”的

致密射电源。从此，看清黑洞的模样，成为

国际天文学前沿。

时光回转到1997年，如今已是上海天

文台台长的沈志强研究员刚刚博士毕业。

对“看清”黑洞的心驰神往，令他全身心投入

其中。“那时要等上20个月，才能有5小时的

观测机会。”沈志强回忆，由于可用于高分辨

率甚长基线干涉测量（VLBI）观测的望远镜

数量有限，他们不得不想尽办法提高观测精

度，使无线电波的“视线”一步步接近银河系

中心黑洞。2005年，沈志强领衔国际天文

研究小组在《自然》杂志上发表世界首张3.5

毫米观测波长的银心黑洞高分辨率图像。

单台望远镜口径不可能无限扩大，天文

学家想到通过连接世界各地的射电望远镜，

组成一台口径如同地球大小的虚拟“超级望

远镜”，这促成了事件视界望远镜（EHT）国

际合作。

2003年从国外访学归来，沈志强致力

于推动上海65米天马望远镜的建设，联合

国内学者参与EHT国际合作。终于，在

2017年4月，全球六地8个观测台站共同开

展了首次EHT观测，上海65米天马望远镜

和新疆南山25米射电望远镜共同参与了

EHT的多波段协同观测。

2020年基础物理学突破奖颁给了参与

EHT合作的347位研究人员，中国大陆学者

共有16人，其中有8位来自上海天文台。

在黑洞成像领域发出中国声音

在上海天文台的这8位成员中，河北小

伙路如森可谓是学术领域的一位“先锋”。

在德国科隆大学和上海天文台获得博

士学位后，路如森长期在德国马普射电天文

研究所和美国麻省理工学院从事黑洞成像

研究。2018年，路如森携全家带着多年研

究积累来到上海天文台射电天文科学与技

术研究室，“在黑洞成像领域，国内基础比较

薄弱，但我相信，中国一定能在这个领域做

出引领性成果”。

现代天文观测并没有普通人想象中那

么浪漫。很多世界一流望远镜都选址在高

原、沙漠，获取数据除了要熬夜，还要忍受高

原反应。路如森回忆起在EHT联测台址之

一——夏威夷麦克斯韦望远镜（JCMT）值守

的日子：稀薄的空气令人感到呼吸困难，24

小时值守只分两班，每天还必须将沉重的磁

盘扛上机器，不出差错地安装上去……

相比观测值守的艰苦，路如森觉得，打

破已有研究的“天花板”，用引领性成果发出

“中国声音”更具挑战。

回国后，路如森在上海天文台前期工作

基础上，憋着一股劲儿，开展国际最前沿的

1毫米波段成像研究。他不仅带动台内形

成黑洞天体物理观测与理论研究联合科研

团队，还牵头几十名国际同行开展合作。

开发新算法、回应国外同行质疑，路如

森不厌其烦地打磨研究成果。2023年，他

牵头国际团队首次在3.5毫米波段捕获M87

黑洞及其周围吸积流和喷流的一同成像，实

现给活动星系核“中央引擎”拍摄“全景照”

的突破，相关结果发表在《自然》杂志上。

推动建设我国亚毫米波望远镜

EHT联测获取的数据量十分惊人。在

2017年4月的观测中，8个台站在5天观测

期间共记录了约3500TB的数据——如果像

看电影一样不间断地看，这些数据至少需要

500多年才能看完。

为此，数据处理在黑洞成像中起着极为

关键的作用。让上海天文台射电天文科学

与技术研究室副研究员江悟意想不到的是，

自己五六年前搭建的上海天文台处理平台

竟发挥了大用处。

“当时，成图工作组成员都用个人电脑

计算成图，我用超算平台处理，比其他人快

了数百倍。”江悟说，由于黑洞成像需要成图

与校准过程的相互反复迭代，因此超算平台

成了最强装备，上海的这个超算平台连续几

个月满负载运行。

黑洞照片已经拍到，未来还将做什么？

沈志强透露，天文学家正在考虑如何为黑洞

“拍电影”，看到它大口吞噬物质、射出数千

光年喷流的真实活动状态，观测波段还将进

一步提升到0.87毫米以上。

近年来，该团队成员已为此多次前往西

藏选址，推动实施我国亚毫米波望远镜及阵

列。“建造中国自己的黑洞‘摄影机’，才能掌

握更多科研主动权。”赵杉杉目前担任着亚

毫米波望远镜前期项目——5米口径毫米

波测试望远镜项目的秘书。去年年底，这台

的“大锅”刚刚吊上座架。春节过后他们又

将启程，向着“看清”黑洞的梦想。

上海天文台黑洞成像团队积极参与国际合作，拍下人类首张黑洞照片及“全景照”

孜孜以求“看清”黑洞，发出中国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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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一版）他说自己受到的教育就是要活到老、学到老、干到

老，现在证明也能乐到老，“所有在座的比我年轻的人，我的同

行、我的朋友，你们要耐住性子，要有坚持性，只要你向前，六七

十年，一定会被看到”。游本昌说，他愿与年轻的朋友一起努力

向前，台下众人以及荧屏前的无数观众泪流满面。

发展关键词指向国产剧生生不息的奥义

2024年是中国电视剧诞生66周年。从黑白到彩色，从单本

剧到连续剧，中国电视剧在不断提升艺术水准的路上孜孜以求。

诞生66年的中国电视剧如何在丰年余庆的更替里生生不

息，盛典发布了2024年中国电视剧发展趋势关键词，每一个都

指向了发展的航向——“新时代”“讲好中国故事”“优秀传统文

化”“人民美学”“文明互鉴”“经典文学改编”“中国式科幻”“文旅

融合”“国际传播”“现实主义”。

继2023年首届盛典成立中国电视剧精品制播联盟，今年，

联盟将发挥聚合作用。盛典现场，中国电视剧精品制播联盟系

列计划发布，将推出电视剧精品扶持计划、青年创作人才计划，

城市文旅共创计划，从剧作扶持、人才培养、文旅共创等综合多

维度、多方位，推进中国电视剧行业高质量发展。

“剧晚”在龙年伊始登场，以殷殷暖流滋养文艺生态，也以此

为起点，让精神气质薪火相传，浇灌中国电视剧一路繁花。

“剧晚”剧透：中国好剧何以炼成

“我武松看望兄长心切，还是要连夜过

景阳冈而去……”锣鼓声起，伴着纯正的七

宝方言，皮影戏《武松打虎》上演。昨天是农

历正月初二，恰逢周日演出日，闵行区七宝

老街上的七宝皮影艺术馆如常上演了三场

皮影戏。主唱叶光华师承祖父、七宝皮影第

五代代表性传人叶金舟，如今78岁的他是

市级非遗七宝皮影第八代代表性传人。

演出的红火，在演出前就能感知一二：

首场演出为下午1点半，但1点不到，场馆

就坐满了观众；没排上号的游客在场外等

着下一场。“这两年非遗技艺受关注程度更

高了，七宝皮影声名远扬，常有外国游客来

看，希望民族的瑰宝被更多人喜爱、传承。”

戏台上，随着剧情铺展，武松、酒保、老

虎、衙役等各路角色依次登场；戏台后，叶

光华和下手副演一人操作武松、一人操作

其余角色，4名民乐艺人奏出动听齐整的

曲调，配合默契。“《武松打虎》并非传统皮

影剧本，是我们近年的新创作。”叶光华说，

他十来岁时，常作为乐手跟着祖父去各地

演出。但自祖父过世，他很少再演出皮影

戏。直至花甲，才又拉起一班老伙计，重新

研习七宝皮影。考虑到七宝古镇的游客不

固定，不适合演绎连本式传统剧目。因此，

他们便根据连本《水浒》创作了故事情节妇

孺皆知、演出时常约15分钟的《武松打虎》

皮影戏。所有道具均由团队自制，演出时

长则根据观众反应灵活调整。

“皮影戏很好看，特别有韵味。”第一次

看皮影戏演出的五年级学生沈砳翰说，他

与家人游览古镇时偶然路过皮影艺术馆，

有幸“抢”到了演出最后两个观席位。最令

他印象深刻的是，七宝皮影以七宝方言演

出。尽管这个上海小囡也不能完全听懂，

但他认为，用本地方言演出本地非遗，更体

现了对文化的传承。而在春节假期跟家人

在古镇里看“年戏”，也让这名“10后”体味

到了浓浓的古早年味儿。

“让孩子们坐前排，大人坐后排……”

观众进场时，七宝皮影艺术馆工作人员这

样提醒。早在年前，工作人员就开始“盘”

起演出各种细节，优化观戏体验——寒假

以来，剧场每天要接待100多名青少年观

众。有几次，只能撤了长条凳，让孩子们分

批站着观演，家长都在场外等候。“最近人

一直很多，虽然忙，但也真心高兴。”

“七宝皮影特色就是色彩艳丽，打斗生

动。”叶光华介绍。与北方皮影相比，七宝

皮影有着自身特点：道具上，从人物头饰、

服装和颜色特点上能区分人物善恶，服装

风格更贴近生活装。七宝皮影一手一个操

纵杆，动作更流畅。音乐上，由江南丝竹等

演化而来的七宝皮影唱腔也多达十余种。

节后就将迎来新学期，叶光华这几天已经开始琢磨新学期

的任务。他说近年来“非遗进校园”带来新的变化：学校提供的

教学环境越来越专业，愿意学皮影戏的孩子越来越多。一次，一

名四年级学生原创了一款皮影App，通过机器识别，可以控制皮

影随乐“起舞”，让这项古老艺术焕发出新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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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单颖文

团队小传
中国科学院上海天文台20多年坚持

致力于超大质量黑洞的高分辨率观测研
究，形成了一支高水平科研团队。近年来，
该团队牵头大陆学者参与事件视界望远镜
（EHT）国际合作，共同于2019年在M87星
系中心捕获人类首张黑洞照片、2022年
获得银河系中心黑洞（人马座 A*）照片，
前者获得2020年基础物理学科学突破
奖。2023年，由该团队领衔的国际合作
小组发布了M87黑洞的“全景照”。目前，
团队正在为下一代黑洞成像积极推动建设
我国亚毫米波望远镜。

■本报记者 许琦敏

“我是苏州人，一路乘地铁直奔天蟾，就

是冲着上海的角儿来的。”00后的石先生对

记者说道。龙年新春上海多处演艺地标已经

拉开帷幕，天蟾逸夫舞台和上海马戏城均从

大年初一起就为市民和游客备好了丰盛的艺

术大餐。值得关注的是，随着传统文化愈发

受到年轻人的青睐，各类戏曲演出受到热捧。

“看一场戏，听一场京剧已经成为不少人

迎接春节的文化习惯。”据上海京剧院院长张

帆透露，剧院的新春系列演出票房喜人，包括

昨天下午举行的京剧新春演唱会、初四晚场

的《红鬃烈马》等剧目更是在演出前早早售

罄。与此同时，戏迷熟悉的宛平剧院也将于

2月14日起上演越剧《红楼梦》《孟丽君》《迎

新 ·反串——越剧经典折子戏》等。

今年春晚，陈少云和北京京剧院马派名

家朱强在戏曲串烧中压轴亮相，共同演唱经

典剧目《龙凤呈祥》中的选段，博得满堂彩。

春晚结束后第二天，陈少云就和夫人乘飞机

赶回上海。虽然舟车劳顿难免辛苦，陈少云

仍希望在龙年第一时间和上海观众见面。除

了在演唱会中带来《鸿门宴》里的“请主公但

把宽心放”，他也反复考量返场唱段，“《草船

借箭》我老唱，要不要换一个？”“这可是‘神

段’，观众爱听”，鼓师的话让陈少云定了心。

返场环节里，陈少云在观众热烈的掌声和叫

好声中登场，带来“鲁子敬在舟中浑身颤抖”。

“我们在家里，看见你演《繁花》了。”“怎

么样，演得还行吧。”演出前，陈少云和梅派大

青衣史依弘在化妆间打趣道。“和观众在剧场

热热闹闹过年，特别好！”虽然几乎年年都不

缺席新春演唱会，史依弘这次仍动足脑筋，献

上了梅派名剧《麻姑献寿》的首唱。“第一次

唱，还有点紧张，过年都忙着背词呢。”史依弘

笑着对记者说道。梅兰芳的《麻姑献寿》没有

留下太多资料，虽然恢复整出戏有些困难，史

依弘还是期待借其中名段给观众带来惊喜，

丰富春节戏码。

带来剧目首秀的还有花旦名家熊明霞，

她和丈夫金喜全将在初四日场的《拾玉镯 ·法

门寺》中夫妻档上阵。届时，熊明霞将挑战

“一赶二”，《拾玉镯》中饰孙玉姣，《法门寺》中

饰宋巧姣，为这出“拴角儿”戏更添亮点。

15场《时空之旅2》，16场《欢乐马戏》，上

海马戏城大小两个剧场从大年初一到初八忙

不停，开启天天演模式。《欢乐马戏》总经理靡

小草介绍，为方便观众购票，《欢乐马戏》特别

安排了两个线下售票点，“马戏城所处位置交

通便利，初一下午的场次出票率达到九成，游

客比例近三成。”她对记者说道，“我们春节火

力全开，相信之后几天的票房会继续走高。”

响应新春“文化进万家”的活动号召，上

海杂技团的品牌剧目《欢乐马戏》也为医务工

作者、消防员、人民警察以及留沪过年的城市

建设者提供数百张公益演出票，用妙趣横生

的表演与精彩绝伦的技巧为这些在岗位上默

默付出的人们带去美好难忘的新春回忆。原

峰是上海市红房子妇产科的医生，由于需要

值班，她今年将家人接到身边一起过年。大

年初一，她就带着两个孩子一同来马戏城感

受欢乐的氛围。“平时就喜欢看演出，春节假

期看杂技已经是第二次了。谢谢上海杂技团

的邀请，让我们度过一个轻松愉快的假期。”

票房火爆，上海多处演艺地标红红火火
■本报记者 王筱丽

据新华社多哈2月11日电（记者刘旸 周欣 孙哲）世界泳
联11日在多哈宣布，北京将举办2029年世界游泳锦标赛。

世界泳联主席侯赛因 ·阿尔-穆萨拉姆当天在新闻发布会

上宣布，届时北京游泳世锦赛将举办游泳、跳水、花样游泳、水

球、公开水域游泳和高台跳水共6个大项的比赛。

    游泳世锦赛花落北京

普陀区人民医院肾脏科医护人员坚守岗

位守护患者的“生命线”。本报记者 张挺摄

路如森（右）和赵杉杉正在对图像进行

分析研究。 本报记者 袁婧摄

叶光华在七宝皮影艺术馆演出。 本报记者 赵立荣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