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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已入伏，连日高温，街头热浪滚滚。

高温天对年老体弱者实属“烤”验。记者从上

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急诊抢救室

获悉，已有老人因热射病离世。医生同时提

醒，高血压、糖尿病等慢病患者也不能掉以轻

心，尤其是老年慢性病患者，更是务必要注意

控好波动的血压、血糖。

不舍得开空调，抢救室接连
收治热射病老人

“刚走了一名老人，送来情况就很不好

了，热射病。”在瑞金医院急诊抢救室，护士与

记者遗憾说起刚有一名老人因热射病离世。

自7月4日出梅后，上海迎来连日近40℃

高温，徐家汇气象站一度登顶全国高温第

一。此后，高温天“稍事休息”，在本周随着入

伏卷土重来，预计7月19日至21日最高温度

可达38—39℃。

“这个温度真是把我‘蒸’服了”“早上出

门三分熟起步”……普通人体感难受，对年老

体弱者更是严峻挑战。记者在瑞金医院急诊

抢救室看到，床位已全满，基本都是老年人，

急诊大门外救护车一辆接着一辆呼啸而来，

医生、护士的救治工作一刻不停。“我们有老

人送进来体温计已测不出体温了，因为身体

温度太高！高温本身对老人的身体就是一种

消耗，可能出现各种严重问题。”

瑞金医院副院长蔡伟告诉记者，从7月

上一波高温至今，瑞金医院急诊抢救室已经

收治6名比较严重的中暑患者，包括多例热

射病。

“他们的共同特点是：老年，都是七八十

岁的年纪。发生严重中暑是由于两种情形，

一是在户外行走，被高温炙烤，引发热射病；二

是在相对密闭的空间里，送来的老人不少住在

医院周边的老城厢，大热天，老人不舍得开空

调，犹如在高温蒸笼里，等到被小辈发现送医

后，情况已不乐观。”蔡伟告诉记者，针对持续高

温天气，瑞金医院急诊已加派人手，并为热射病

患者开通救治绿色通道。

蔡伟同时提醒。“别小看中暑，严重中暑到

热射病的程度，可能引发多脏器功能受损，直接

危及生命。因为我们建议市民一旦自己感觉中

暑或遇到他人中暑，尤其是已出现意识模糊等

情况，要马上将患者转移到阴凉处，通过凉水冰

袋等给予物理降温。”

慢性基础性疾病人群中暑风险更高

急诊抢救室里，老人病情棘手还因为多种

原有的慢性病在高温“烤”验下开始发威。医

生提醒，对高血压、糖尿病、冠心病、脑血管

病等患有慢性基础性疾病的朋友来说，高温天

要避免外出，多补充水分和电解质。

上海市疾控中心专家也提醒：患有慢性基

础性疾病的人群发生中暑的风险更高。糖尿病

患者由于糖从尿中大量丢失，容易引起水和电

解质的代谢紊乱。对心血管疾病患者而言，炎

热会刺激交感神经，加重心血管负担。这些都

会增加中暑的发生风险，加之患病所导致身体

机能有所退化，体质相对虚弱，对高温的感知

与调节功能变得迟钝，容易导致体内热蓄积而

发生中暑。

此外，慢病人群需长期服药控制病情，药

物副作用也会增加中暑的风险。

夏季还是高血压病情加重或并发症高发的

季节，针对连日高温，市疾控中心专家提醒，

高血压患者尤其要注意。因为随着气温升高，

人体出汗增多，血液浓缩，伴有动脉硬化的高

血压患者容易发生心脑血管意外。

另外，由于气温升高，人体血管会扩张，

血压会降低，但高血压患者千万不要被“血压

下降”的假象迷惑，疾控专家特别提醒高血压

患者在夏季不能擅自停药或间断服药，否则会

造成血压的过度波动，引发险情。

根据国家疾控局发布的 《高温热浪公众健
康防护指南》，高温天气慢性基础性疾病患者需
要做好以下四点：

第一，及时补充水分。主动、多次、适量饮
水，不要感觉口渴才喝水，根据膳食指南推荐，成
年人每日饮水量应为1500—1700毫升，世界卫
生组织推荐夏季饮水量应为平时的1.5倍，即
2250—2550毫升。若因疾病限制饮水量或者需
要服用利尿剂者，应询问医生合理的饮水量。

第二，减少运动。不进行剧烈活动，使身体
得到充分休息。若必须锻炼，尽可能安排在一
天中较凉爽的时间。

第三，适当补充电解质。通过餐食和饮品适
量补充身体流失的电解质，若正在进行低盐饮
食，应咨询医生。

第四，保持联系。与家人和邻里保持联系，
以便及时获取他人的帮助与照顾。

医生提醒：高温天不舍得开空调后果严重

入伏热浪滚滚，老年人切勿对“烤”验掉以轻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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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一版）“理论丰富、案例生动，这

里既是学习党史、增强党性、铸牢党纪的

大思政课堂，也是赓续红色血脉、汲取奋

进伟力的‘成长加油站’。”有青年干部如

是说。

这两场展览，已被纳入虹口区面向

青年党员干部群体推出的“红廉 ·青旅”

路线，并配备由区纪检青年组成的宣讲

团队，从“六项纪律”视角阐释纪法条

例。虹口区相关负责人表示，坚持以

“实”为先，在加强常态化、全覆盖做好

党纪学习教育的同时，注重分层分类，

结合青年特点和需求，定制个性化“教

育套餐”。

全区警示教育大会之外，还为青年

党员干部安排专场，近500名80后、90

后党员干部集中学习了《年轻干部违法

违纪警示案例》，用身边事教育身边人。

聚焦新提拔干部、年轻干部等重点对象，

虹口区还分别组织开展了新任科职干部

任职培训班、选调生专题学习班，设置党

纪学习教育专题课程，进一步强化青年

党员干部的纪律意识。团区委与区纪委

监委联合推出两期《新前哨 ·青廉专刊》，

汇编优秀作品供广大青年学习。

用好“联”的方法，联学共
研助提升

北外滩是虹口区承载经济产业发展

和文脉传承的重要区域，也是虹口区打

造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展示窗口。近

日，北外滩街道党工委、北外滩集团党委

召开党纪学习教育交流会。来自街道、

集团与北外滩开发办的骨干青年党员，

结合工作实际和目标任务，聚焦党建联

建、滨水空间治理、招商引商、北外滩开

发建设等积极建言。

“加强新兴领域党建工作，探索以商

引商”“持续推进城市更新，深化滨水空间

治理”……来自青年党员的建议，为北外

滩开发建设注入活力，也凝聚起合力。

坚持内外联动学、线上线下学，虹

口区指导各级党组织用好“联”的方

法，开展跨区域、跨领域联学共研，以

互学互进增强基层党组织的创造力、凝

聚力和战斗力，不断提升青年党员干部

的服务能级。

近日，北外滩集团与虹口区委党史

办、虹口区司法局、上海海事大学马克

思主义学院、上海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总承包部、上海农商银行虹口支行、

上海识装信息科技有限公司等6家单位

开展党纪学习教育联组学习，签署党建

共建协议，推动青年党员干部发挥所长，

进一步聚力聚智聚能。虹口区旧改指挥部

下属党支部、虹口区第二房屋征收事务所

党支部、岳州居民区党总支、临平居民区

党总支，邀请143旧改街坊党员代表参加

“党纪学习教育暨143街坊旧改征收党员

交流会”。青年党员干部零距离倾听居民

心声、回应居民关切，为高质量完成嘉兴

路街道最后零星旧改任务打下坚实基础。

江湾镇街道与曲阳路街道以打造“家门

口”的基层治理学院为主题开展联组学

习，发动社区党校青年讲师不断创新、提

升课程设置及教学方式，为扎实开展党纪

学习教育提供保障。

精准滴灌重点人群，重谋划讲质效促实干

这 是

跨 越 半

个 世 纪

的回响。

昨天，

《我 走 进

庄 严 的

“一大”会

址》旋律在中共一大纪念馆报

告厅奏响，85岁的演奏家王家

阳如50年前首演时一样全神

贯注——双眼微闭、沉醉其

中。他手中，当年首演时那

把中提琴未改。

他的身边，老搭档、80

岁作曲家刘念劬以钢琴形式

伴奏，王家阳的孙子、上海

交响乐团青年中提琴演奏家

王柏淳，与爷爷共同担任双

中提琴的演奏。

“一边是历史的回望，一

边是历史的传承。”上海大学

音乐学院院长王勇现场这样

解释。

一曲奏毕，台下观众欢

呼，掌声经久不息。

昨天，一场意义非凡的红

色主题音乐会在中共一大纪念

馆上演。本场音乐会由中共一

大纪念馆与上海大学音乐学院

联合举办，以“我走进庄严的

‘一大’会址”为主题，旨在

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凝聚青春

奋进力量。

半个世纪前，刘念劬漫步

中共一大会址后心潮澎湃、有

感而发。他先后10次来这里

学习，终于创作出《我走进庄

严的“一大”会址》。在采

风、创作过程中，刘念劬受革

命精神的感染，决定申请入

党。“这首曲子，是我递交的

第一份入党申请书。”

作品通过旋律的起伏和节

奏的变化，带领听众“漫步”

于一大会址，感受中国共产党

诞生的神圣与庄严。“我想带大

家感受一名年轻知识分子对过

去和未来的思考、一名青年最

原本的初心，它虽稚嫩，也真

挚、动人。”刘念劬运用提琴演

奏各种复杂技巧，赋格段、复合

节奏、穿插内声部的复调音型。

在“漫步”的节奏音型中，引出

独奏大提琴的内心独白，随后

化作号角音调的主副部主题的

叠置将气氛推向高潮。

“你所宣誓的，成为我信

仰；你所奔赴的，我接棒。”

现场，中共一大纪念馆“党的诞生地”主题曲《初

光》再次被唱响。今年“七一”，中共一大纪念馆特

别推出由谭旋作曲的《初光》合唱版。此次活动上，

中共一大纪念馆还开启了面向全国院校、社会合唱团

的“共唱《初光》”视频征集活动。

中共一大纪念馆党委书记、馆长薛峰说，本场音

乐会是艺术对历史的回望，更是一次精神的洗礼。

借由红色旋律和音乐故事，让每一位参与者都深刻

体会到中国共产党的光辉历程和伟大精神，激励着

我们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不懈努力。全民

“共唱《初光》”视频征集活动，则是中共一大纪念馆

的全新尝试，“我们希望激发更多人的参与热情，助

推红色热土起新韵，以真理之光，照亮前行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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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占悦）上海市委常委、副市长华源昨
天在虹桥迎宾馆会见了以塞尔维亚前进党主席团成

员，政府劳动、就业、退伍军人和社会事务部部长奈马

尼亚 ·斯塔罗维奇为团长的塞尔维亚前进党干部考察

团一行。华源向来宾们介绍了上海改革开放和经济社

会发展情况。

市领导会见塞尔维亚客人

本场红色主题音乐会现场。

（中共一大纪念馆供图）

英国斯诺克运动员奥沙利文昨晚做客北

外滩，并获赠打通上海交通出行、文旅场馆、

商超购物等各类消费场景的ShanghaiPass。

接下来的两个星期，他将切身感受上海购物

的便捷、周到。

“上海之夏”国际消费季期间，虹口区融

合商、旅、文、体、展等多方资源，围绕国潮、运

动等消费元素，联动商圈、地标等因地制宜推

出主题活动。无论是市民，还是国内外游客，

都能在这找到轻消费场景，感受潮消费体验。

通过不断拓展城市消费新可能，探索夜间经

济高质量发展新维度，助力提升上海国际消

费中心城市窗口形象。

地标联动老字号打造轻消费场景

奥沙利文这次来上海，是参加首届“上海

之夏”国际消费季标杆活动之一的“2024世界

斯诺克 ·上海大师赛”。昨晚，他应邀参加体育

文旅项目“虹口发现之旅”之“景观虹口跑”，

以“跑步+讲解”的形式贯穿虹口区重要景观。

这场“景观虹口跑”从上海大厦起跑，途经

中国证券博物馆、音乐之门、世界会客厅、北外

滩滨江等。其中，位于世界会客厅前的北外滩

滨江5米平台被誉为“最上海观景台”，陆家嘴

与北外滩、外滩“黄金三角”风光尽收眼底。

途经5米平台时，旖旎风光令市民游客

纷纷放慢脚步，步道旁的光明冷饮铺移动小

车更成了人们“绕不开”的消费打卡点。这是

虹口区北外滩街道推动文旅商融合发展的新

举措：在世界会客厅、北外滩国客中心、上海

大厦、苏州河虹口段等地标点位，联动老字

号、网红品牌推出外摆位，共同打造“带景观、

有流量”的轻消费场景。

“冷饮铺生意不错，希望市民游客在休闲

的同时，感受上海品牌的传统味道。”光明冷

饮铺（北外滩江边店）店长冯娟介绍，冰激凌

车中的白雪冰砖、火炬冰激凌等经典产品还

使用了老款包装，还有大白兔雪糕、话梅棒

冰、花生牛轧糖雪糕等，充满城市记忆。

手举火炬冰激凌，与陆家嘴“四件套”同

框，湖南游客唐先生特意发了一张朋友圈“定

位照”。他说，儿时曾来上海旅游，当时吃的就

是火炬冰激凌，这次在新风景中品尝老味道，

别有滋味。

商圈调整业态提供潮消费体验

除了地标点位的轻消费场景，虹口区多

个商圈积极调整业态，并通过引入潮流活动、

联动知名IP等，让潮消费体验触手可及。

入夜时分，瑞虹天地月亮湾靠近交叉路口

的入口处，幻师、蓝蛙、帕蓝等全时段餐饮几乎

满座，户外位置几乎一座难求——遛狗居民与

爱宠人士占了多数。薯条、甜点、啤酒……这些

饭后小食增进了话题，也激活了夏夜消费。

去年以来，瑞虹天地月亮湾将发展夜经

济定为特色，完成了一批商户的迭代。依托宠

物友好商场建设，这里每周举办宠物社群活

动，提升用户黏性。同时，利用连通太阳宫的

优势，在天桥区域引入排档、火锅、烤肉等网

红餐饮品牌，打造“空中闹市”。并与原有的摩

登天空现场演出、开心麻花“疯狂理发店”剧

场结合，进一步丰富夜生活潮体验。

今潮8弄自2021年开业以来，已联合潮牌潮

品举办了多期潮流市集。上周末“上海潮生活节”

在此启幕，这里连续3天推出市集。通过发布社交

媒体获取套圈机会、商铺优惠等“低成本、好上

手”活动持续引流。同时，国潮茶饮新店“人间茶

话”在市集期间开业，人气商户“吴食虎”配合市

集推出烤肉新品，不断升级潮流消费体验。

北外滩来福士则通过绑定迪士尼知名IP推

出主题活动加码潮消费。继去年暑假借力小熊猫

美美IP打造快闪店后，这个夏天又携手史迪奇推

出快闪活动。特别是消费满一定金额可换取史迪

奇水晶球、摆件、衬衫等，以粉丝经济进一步带动

消费活力。

虹口区融合商旅文体展资源、联动商圈地标，创新推出主题消费活动

便捷周到有温度，上海购物拓展消费新可能

本报讯 （记者张天弛）记者昨天从市水
务局获悉，供水行业结合气象条件预测，今年

夏季高峰期间，上海日均供水量将为837.5万

立方米，略少于去年。其中，中心城区日均供

水量预测为533万立方米，郊区日均供水量

预测为304.5万立方米。

资料显示，去年全市高峰期间日均供水

量为849.02万立方米，其中中心城区536.31万

立方米，郊区312.71万立方米。

根据气象部门预测，今夏上海气候状况总

体偏差，降水总量偏多，影响台风个数接近常

年，高温日数略多。平均气温27℃至28℃，略高

于常年（26.9℃）。高温日数22至26天，略多于

常年（21天），较去年（19天）偏多。极端最高气

温39℃左右，接近或略高于去年（38.7℃），出现

持续性高温热浪的概率较大。

而自7月4日出梅以来，申城已出现首轮高

温热浪天气，全市供水量也随之攀升，截至目

前，最高日供水量为7月8日的881万立方米，

接近去年7月12日的886万立方米。

据市水务局相关负责人介绍，本市供水行

业正在落实落细今夏高峰供水保障措施，以保障

供水水量水质平稳。具体包括，原水供应方面，

持续关注各水库指标变化情况，加强巡检、水力

调控等措施。自来水供应方面，市域范围总体上

水量供需矛盾不大，但局部地区特殊时段可能存

在短时供应紧张情况。为此，自来水供应部门将

根据天气及外界需水量变化，适时优化调整供水

调度方案，对供水薄弱地区以“全市一张网”调度

平衡。管网部门则将做好夏季“三定”冲水管理，

对管网末梢及水质薄弱点，定时、定点、定人冲

水；加强对管线排管施工冲洗消毒验收的管控，

做到管网水质合格后方可并网。

申城今夏高峰供水有保障

连日高温，瑞金医院急诊抢救室一直处于满负荷状态。 本报记者 唐闻佳摄

北外滩滨江5米平

台上的光明冷饮铺移动

小车成了市民游客的消

费打卡点。

本报记者 陈龙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