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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刚今年38岁，19岁时来到上海打拼，

此后19年都在老城厢学院路度过。上过班、

开过店，现在他是一名顺丰快递员，对时间和

路线的感知比一般人敏锐，“从我家到社区医

院是3分钟，遇到红灯的话是5分钟”。

这天下午，陶刚收到一个群聊的消息提

醒，来自黄浦区豫园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的全科医生李扬。几分钟后，穿着工作服的陶

刚如约而至。此行他要送一个特殊的“快递”，

目的地是几公里外的一家养老院，分文不取。

去年以来，地处老城厢的豫园街道通过

“社区快药行动”凝聚起10余名新就业群体

志愿者，免费“专药专送”近百单。

随着城市更新，老城厢在过渡期难免出现

“空心化”现象：一方面是舍不得搬走的老人，

另一边是忙进忙出、租住于此的新就业群体。

如何让他们从彼此的“过路人”变为“一家人”？

义务送药，成了一个很好的联结纽带。敲开老

人家门，亦是打开了心门；新就业群体则在参

与社区治理中，获得肯定与被需要的感觉。

基于这一探索，豫园街道即将成立建在

一线外卖平台代理站点的新就业群体党支

部，使骑手“小哥”们更紧密聚在一起，在基层

治理中发挥更大作用。

居委会的“编外驻地”

陶刚到达社区医院，李扬把在“数字养

老”平台线上诊疗时开具的药物装袋，贴上

“社区快药”专属信息卡，卡上填好了收药人、

医生和志愿者三人各自的姓名与联系方式。

陶刚对这家医院很熟悉，两个儿子从小

到大都在这里打疫苗。他发现，“来这的还是

老人为主”，譬如“小老人”推着坐轮椅的“老

老人”来看病的就不在少数。因此，当豫园街

道党群服务中心找到陶刚，询问他是否愿意

为社区老人免费配送药品时，他想都没想就

答应了。

自去年夏天开始，每周都有那么一天，陶

刚骑着电动自行车往返于家、社区卫生服务

中心和养老院之间。这个距离其实已经超出

了陶刚作为快递员的配送范围，但他觉得很

有意义：“我来上海后一直住在学院路，后来

结了婚，两个孩子都在这上学，今年我读了大

专，还递交了入党申请书……”

在他们一家租住的四新小区，所有人都

知道“陶刚家的小店”。这是一家经营烟酒百

货的小铺子，生意谈不上红火，但他和妻子在

居委会干部号召下，长年热心帮助小区里老

人们，承担了订饭、跑腿等大小任务，杂货铺

俨然成为居委会的“编外驻地”。

加入“社区快药行动”，热心的陶刚有了

更广阔天地。他自告奋勇承接了路途相对较

远的一条送药路线，专门为养老院里的认知

障碍患者配送各种药品。

缓解老人取药难

迈入古稀之年，老刘记忆消退得厉害，老伴

由于脑出血而卧病不起，他无力照顾，干脆二人

齐齐搬进了养老院。

“养老院提供日常生活照看，我们可以提

供常规医疗支持。”豫园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

心医生苗洁琼是“社区快药行动”成员，她每

周到养老院巡诊，格外关注有认知障碍的老

人。据她介绍，去年以来，为加强对认知障碍

患者的预防筛查，社区层面已行动起来，由医

护和康复师定期到养老院为老人们进行诊疗服

务和康复训练。

问题随之而来，药开好了，怎么取、谁来送？

其实，这不仅是住在养老院的老人才有的困惑，

不少独居老人也有此需求。

“‘社区快药行动’凝聚起一批热心参与社

区治理的骑手‘小哥’。”豫园街道党群服务中心

副主任牛博学介绍说，以区域化党建为平台，形

成了家庭医生诊疗开药、新就业群体志愿者义务

送药、老年患者坐等药物“上门”的完整链条，以

实际行动解决了部分老年人买药取药的难处。

饿了么外卖骑手杨洋为签约家庭病床的老

年患者送药，“老人自取不方便，医生也很忙，能

帮一点是一点”。杨洋与两位老人结对，一个月

平均送3至4次药，他还摸索出了工作与志愿服

务两不误的门道：“在午餐高峰结束以后，关闭

接单系统，趁这个空当把药从社区医院送到老

人家里。”

据介绍，“社区快药行动”还将拓展更丰富

场景，譬如代老人前往二三级医院取回那些体

积大、分量重的中药，以及“物资闪送”服务等，

打造“社区快药”升级版。

党建引领搭平台，黄浦区豫园街道推动新就业群体参与社区治理

“社区快药”免费专送，老城厢孤老有了“自家人”

每个人的体内都有无数分子马达，正是

这些数不清的分子马达时刻不停运动，才使

我们能够维持生命并活动自如。荷兰格罗宁

根大学教授伯纳德 · L· 费林加向自然“学

习”，并创造出了人造分子马达，将之用于新

材料、药物开发等领域，他因此获得了2016

年诺贝尔化学奖。昨天，他做客复旦大学“浦

江科学大师讲坛”，作了题为“造‘小’的艺术，

从分子开关到分子马达”的学术报告，并在报

告后接受了本报记者的专访。

在费林加看来，技术变革如此迅速，对未

来最好的“预测”就是自己创造未来。“我们曾

经创造了现在，当下，我们更应该不分国界，

共同培养更多的年轻人去塑造未来。”正因为

此，他不仅在华东理工大学设立了合作实验

室共同培养学生，并且每次来中国时都会特

意去不同的大学和中小学，和青少年们交流。

走出自己的地平线，从自然
中获得科学研究的灵感

在昨天的演讲中，费林加分享了他的偶

像达 ·芬奇说过的一句话：“当自然完成了他

对于物种的生产时，人类就要在自然的帮助

下继续进行无限的创作。”而他本人，也正是

在自然的“帮助”下创造了分子马达。

费林加列出了一张人体的分子式，在他

的PPT上有整整四行。随后，他又列出了一

张智能手机的分子式，密密麻麻写满了一张

PPT。费林加说，前者是自然的产物，虽然简

单但是精密，可以说一张化学元素表构成了

整个宇宙，而后者正是人类从自然中学习原

子的构成，不断合成各类分子、构成人类所需

要的物质。

“我们总是尝试像大自然一样制造东

西。”费林加的课题组正是借鉴DNA这个右

手性的螺旋体制造了会旋转的分子马达，且

通过模拟人眼中的光分子开关来控制马达速

度，最新制造的分子马达1秒钟可以旋转

1000万圈。课题组还借鉴月亮绕行地球的

方式，制造了旋转时永远固定朝向的分子马

达；借鉴人类细胞光开关的工作原理，制造了

光驱动的分子马达从而构建出柔软的人造

“肌肉”。

目前，这些技术已经用在抗癌新药上，比

如，通过光开关来控制抗癌药物的作用，当人体

照射红外线时，药物的作用开关就会开启。“未来，

我们甚至可以把带有分子马达的纳米机器人注

入到人体内，清晰地观测到某个细胞的问题。到

那时候，也许只需晒晒太阳，就可以让分子机器

把药物精准地递送到那些问题细胞。”

费林加坦言，这些虽然现在听起来还很科

幻，但研究已在进程中。“基础研究的关键是，我

们每个人都必须走出自己的地平线，做出新的

发现和创新，向自然寻求灵感。”

教育不应该是重复，人生的幸
运在于遇到好老师

费林加是上海的“常客”，他在华东理工大

学设有联合实验室，每年到中国来时，他都有一

项固定的安排：除了到高校交流，还会去中学和

中学生交流。

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他分享了自己的一则发

现：在小学时，孩子们总是迫切地问各种奇妙的

问题，可到了高中，只看到学生拥有很多书，以

及对老师所教授知识的不断重复。“教育不应该

是重复，而应该让学生通过做各种丰富的实验、

在实践中学习，让学生在对世界的探索中学习。”

当然，在年轻人的成长过程中，老师的作用

无可替代。“我在学生时代遇到了很多好老师，

正是他们为我打开了新世界的窗户，让我爱上

了创造自己的分子世界。”费林加在演讲时还展

示了一张他高中老师的照片。“直到现在，想起

这位老师，我都想向他致谢。因为他的指导和

毫无保留地赞美、支持，让我在高中时代就对化

学产生了兴趣。”

大学期间，费林加在导师汉斯 ·温伯格教授

的支持下迷上了分子合成。导师经常激励他去

做别人没有做过的事情。当费林加成功合成自

己的第一个分子时，虽然这个分子毫无实用价

值，但是温伯格仍然毫无保留地鼓励他说：“这

是全世界独一无二的神奇分子。”

从大学毕业后，费林加在产业界工作了一

段时间，后来又回到大学任教。他说，自己一直

记得温伯格的话：“希望每一个孩子在他的一生

中，都有一个能让他变得与众不同的好老师。”

而这也是为什么这位诺奖得主如今时不时还要

往中小学跑、和青少年保持密切的交流。

“未来需要靠年轻人来创造，我花时间和青少

年交流，不是为了现在，而是为了未来——为了他

们能在将来更好地塑造这个世界。”费林加说。

诺贝尔化学奖得主费林加做客浦江科学大师讲坛，并接受本报记者专访

对未来最好的“预测”是自己创造未来

本报讯 （记者单颖文）以建设
良好网络生态为目标，为期10天的

“清朗浦江 · 2024”网络生态治理旬

行动昨启动，将开展28项符合“清

朗浦江”主题、凸显生态治理特色的

主题日和网站开放日活动。

其中，主题日包括优化营商网

络环境主题日、“自媒体”治理主题

日、反对网络暴力主题日、防范非法

证券期货活动主题日和未成年人网

络保护主题日。网站开放日则体现

共享共治：属地小红书、哔哩哔哩、

大众点评、米哈游、得物、东方财富、

拼多多、支付宝、美腕、阅文集团、喜

马拉雅、波克城市等12家重点网站

平台将结合自身特色优势策划活

动，通过参观打卡、与主播Up主交

流、互动体验等多种形式，让网民

“零距离”了解网站平台生态治理工

作成效，共同营造良好网络生态。

这些活动将与贯穿全年的“清朗

浦江”5个专项整治行动紧密结合，不

断提升互联网企业和广大网民对清

朗网络空间建设的感受度和参与度，

进一步巩固上海网络生态治理成效。

其中，“清朗浦江 ·e企同行”优化营商

网络环境专项行动，推出涉企侵权信

息处理服务包，包括举报指引、流程

图解、案例解析、创新机制等；“清朗

浦江 ·e企聚力”整治“自媒体”无底线

博流量专项行动，集中整治一批造热

点蹭流量、无底线吸粉牟利的违规

“自媒体”；“清朗浦江 ·e企守护”整治

网络暴力专项行动，重点处置散播虚

假信息或编造网络谣言诋毁攻击他

人、侵犯公民隐私、挑动对立歧视、煽

动网上极端情绪等行为；“清朗浦江 ·

e企共治”打击网上非法证券期货行

为专项行动，指导属地网站平台集

中删除、屏蔽“非法推荐股票、基金、

期货”等违法活动信息、链接和软件

商品；“清朗守护，为你而来”未成年

人网络环境整治专项行动，加大对

重点环节、特殊形式、隐蔽空间、专属

产品涉未成年人网上信息内容治理。

去年以来，市委网信办积极打

响“清朗浦江”上海治网管网品牌，

全年共开展“清朗浦江”专项行动

15次，清理违法和不良信息305.9

余万条，处置账号56.6余万个，会同

本市通信管理部门关停网站164家，并依托网络协同治理

联动机制，与33家成员单位相互配合、齐抓共管。此外，对

属地网站App及“自媒体”开展分层分类监管，共开展31期

分类指导会，覆盖餐饮服务、电竞直播、网络游戏、MCN机

构、理财小贷等300多家互联网企业，以及财经、教育、医

疗、房产等领域260余个“自媒体”。

本次行动由市委网信办主办，上网联、上海报业集团、

上海广播电视台协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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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星彩第24052期公告
中奖号码：135094+14

一等奖 0 0元

二等奖 8 84598元

三等奖 30 3000元

四等奖 1501 500元

五等奖 22269 30元

六等奖 716176 5元

一等奖基金积累数：

293631071.16元

排列5第24121期公告
中奖号码：51844
每注奖金100000元

排列3第24121期公告
中奖号码：5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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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体彩公报

（上接第一版）对于剧组的演员们来说，巡演的每一站都是

新的挑战和机遇，让他们完成了从紧张到自信的蜕变。近

年来，上海歌剧院与国家大剧院的交流与合作日益频繁、深

入。作为国家大剧院“泱泱国风 ·舞动经典”系列的开幕演

出，《永和九年》亮相北京是该剧2024年全国巡演的重要一

站。上海歌剧院党委书记、常务副院长赵蕾表示，献演最新

原创舞剧，主创和演员团队做好了充分准备。“我们不仅在

舞段与技术上不断巩固熟练，还在巡演历练中精进人物刻

画与情感表达。”

昨晚，上海歌剧院舞剧团首席演员宋雨以精湛舞技演

绎“王羲之”，赢得北京观众的热烈掌声。在历经十余场

巡演的磨练后，他的表现渐趋成熟，不仅对高难度舞段的

把控游刃有余，而且行止进退之间显得气定神闲。首席演

员谭一梅饰演的“鹅”生动传神，她与宋雨的双人舞再现

了王羲之爱鹅、画鹅的典故情景。特邀舞者张傲月饰演

“李世民”一角，凭借其扎实的舞蹈功底与丰富的舞台经

验，精准诠释帝王气度与广阔胸襟。《永和九年》的群舞

也得到了观众的认可，一众青年舞者不仅扮演飘逸潇洒的

“文人雅士”，还幻化成轻盈的流水、虬曲的古藤、灵动的

墨色……这些舞段意象丰沛，烘托出王羲之生命境界、艺

术觉醒和书学视野。

跨越千年岁月，赓续文化传承

《永和九年》以当代青年“赓”对《兰亭集序》的历史探寻

为线索，不仅讲述“天下第一行书”的诞生，更将视角延续到

书法的传播、继承与发扬。“青年‘赓’其实是中华文化发扬

光大的继承者，他不仅是从魏晋到大唐、再到现代的时间穿

越者，更是与王羲之、李世民等角色共同形成了‘创造—传

播—继承’的脉络，串起了延绵不绝的文化赓续。”上海歌剧

院副院长季萍萍说。

主创团队采用闪回、跳切等手法，贯通历史纵深，凸

显书法艺术的划时代意义与艺术感染力。“我们综合运用

了梦境、旁白、戏中戏等手法，让跨越千年的故事变得更

加生动精彩。”导演及编舞王亚彬告诉记者，这部舞剧将

诗化意境与戏剧情节有机地结合在一起，通过多线叙事、

双空间并行等手法，讲述“兰亭”传扬于后世的故事。

“《永和九年》是一场以‘书法’作品为载体的人文回溯

与展望，将过去与当下审美脉络衔接，与观众建立共鸣，

展示艺术典粹的凝练与璀璨。”

在舞蹈语汇的创新上，《永和九年》将书法元素巧妙渗

透至目力所及之处。作品强调中国古典舞的“气韵生动”，

通过动律间“拧倾圆曲”和“手眼身法步”的高度配合，“模

仿”书法运笔的力道、幅度、起承转合等。“《永和九年》是探

索打造兼具中国古典舞元素与现代舞蹈语汇风格的全新力

作，亦是坚持守正创新、勇担时代使命的艺术实践。”上海大

剧院艺术中心总裁张颂华期待更多观众走进剧场，感受曲

水流觞的意境之美，品味跨越时空的文化力量。

当代语汇如何解码千年墨韵

本报讯（记者姜澎）昨天，第六期复旦
大学“浦江科学大师讲坛”开讲。此次讲坛

的主讲人是2016年诺贝尔化学奖得主、荷

兰格罗宁根大学教授伯纳德 · L·费林加。

他以“造‘小’的艺术，从分子开关到分子马

达”为题，介绍了分子马达研究的相关新进

展，并围绕如何更好从事基础科学研究等

话题和现场师生交流互动。

费林加也是荷兰皇家科学院院士、美国

艺术与科学学院外籍荣誉院士、美国国家科

学院外籍院士。他同时还是中国科学院外籍

院士，并于2018年被上海市政府授予上海市

“白玉兰纪念奖”。

上海市政协副主席吴信宝、钱锋出席。

浦江科学大师讲坛第六期开讲

师从史学大家吕思勉、蒋维乔、钱基博，

杨宽是继顾颉刚之后“古史辨派”代表和集

“疑古”的古史学大成之人。纪念其诞辰110

周年，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杨宽著作

集》13种15册日前全部出齐，见证了他70多

年学术生涯主要成果。

杨宽一生著述宏富，研究范围涵盖中国

上古史、中国古代科技史、度量衡史、古史分

期、古代农民战争、重要历史人物、历史地理、

文物考古、学术文化、陵寝都城制度等，在诸

多领域均具有开创性贡献，成为上海史学界

的一座高峰。业内评价，杨宽对历史链条上

每一个关节细致锤锻，但他并未陷于细节、耽

于过程，他的视野里始终有着整根链条，系统

性是其治学一大特色。

在史学研究之外，他担任过博物馆馆长

之职，致力于保护文物、防止文物外流；他是

复旦大学历史系与周谷城、谭其骧并列的首

批博士生导师，经常在大学讲坛开课；他还担

任新版《辞海》中国古代史部分的主编，为提

高内容质量尽心尽力。

杨宽曾在晚年自传里道出治学初心：“我

决心要为阐扬中国古代灿烂的文化而努力，

我从事学术研究工作和博物馆工作都是为了

这个目标。”他主张学者尽快将研究心得转化

为论著公开发表，通过交流、批评与争鸣，推

进研究深入。比如，他有不少学术性很强的

论文，西周农业中的“菑新畲”，西六师和殷八

师的性质，周代是否存在墓祭等，就是在学术

争论中撰写，对历史问题的认知也在相互诘

辩中得到升华。

杨宽代表作之一《战国史》在对战国相关

史料，包括重要地理文献和新出简牍帛书、铜

器铭文与石刻等全方位加以收集和考订的基

础上，以如椽史笔，展现出战国“古今一大变

革之会”的历史长卷。

这部著作有三个版本：1955年初版时20

万字；1980年再版时进行大量补充、修订和

改写，扩展到43万字；上世纪90年代末版本

又添许多新内容，增至56万字。而内容修

订、篇幅增加的主因是考古工作的巨大进展、

新材料的层出不穷——杨宽坚持在论著中大

量运用新出土的考古资料，解决古史研究中

的疑难问题。

“杨宽《战国史》如今读来仍不过时，主要是

因为他不教条，是基于全面深入的发掘史料，

来阐述历史。用史实说话，这种精神尤其值得我

们学习和钦佩。”复旦大学历史系主任黄洋说。

“父亲一生奉献给历史研究的学术事业，他

早年参加‘古史辨派’的学术活动，就摆脱疑古

思潮的影响，被学术界评为‘疑古’派之外的‘释

古’派。”上海社科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杨宽长

子杨善群说，父亲精益求精的治学态度影响他

至今。

2018年，上海市社联推选出首批“上海社

科大师”，包括杨宽在内的68位已故社科界著

名学者入选。他们的共同特点是“通人”，不仅

是在学术史具有重要地位的通儒大家、学者，同

时也是中华文明的守护者、历史记忆的述说

者。上海市社联党组书记、专职副主席王为松

认为，对大师的纪念，更多的是要弘扬治学精

神，让更多人阅读大师的作品，了解他们的学术

事迹和治学精神。“杨宽的学术专著，充分体现

了他的学术高度和家国情怀。”

自1955年《战国史》开始，杨宽主要著作几

乎都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这份长达半个世

纪的交往，令人感佩。该社党委书记、社长温泽

远表示，今后将更好地维护杨宽著作版权，与上

海市社联一起传播展示好杨宽的社科大师事

迹、史学思想、学术成就和治学精神。

  种  册《杨宽著作集》见证学人  多年学术生涯成果

他何以成上海史学界一座高峰
■本报记者 许旸

■本报记者 周辰

以如椽史笔展现出战国“古今一大变

革之会”的《战国史》。 （出版方供图）

“ 社 区 快 药

行动”志愿者陶

刚 从 医 院 取 药

后，将派送至几

公里外的一家养

老院。

本报记者

周辰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