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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一版）随着洋山特殊综合保税区

首创的“径予放行”模式适用口岸扩大到

南港码头，一线进出境通关手续大幅简

化，汽车、工程设备、风电设备、生鲜冷链

等区域通关时间从原先的48小时下降

至12小时以内。

曾经，特斯拉上海超级工厂所产的

电动车需要采用陆运方式，从60多公里

外的外高桥海通码头“出海”。如今在距

离上海工厂10公里外的南港码头，这些

车辆通过“无感”监管快速通关，“临港

造”新车下线就能上船。

区港联动的制度创新也带动了车辆

进口和销售“两头在外”的保税汽车进出

境集散业务快速发展，助力洋山特殊综

合保税区打造汽车进出境集散中心。以

往，一辆印度产铃木汽车出口中南美洲

需要在韩国中转，涉及多次转运和出入

境申报，手续繁琐。如今车辆运抵上海

南港后，进入毗邻的洋山特殊综合保税

区进行保税存储，再借助上海港四通八

达的航线，择机可前往全球10多个国家

和地区。据测算，通过进出境双向“径予

放行”政策，汽车进出洋山特殊综合保税

区可节省通关时间约50%，实现码头、船

方、车企多方共赢。

“通过制度创新助力港口口岸区和特

殊综合保税区联动，既解决港口码头腹地

资源不足问题，又有利于提高船舶舱位利

用率，提升物流效率、降低运营成本。”临

港新片区管委会特殊综合保税区处处长

林益松表示。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南

港码头完成46.6万辆整车装卸，其中，外

贸进出口达21.9万辆，同比增长35%；汽

车国际中转4.7万辆，同比增长161%。

培育新业态新功能，释放
新发展动能

今年5月，阿根廷商品保税展示交

易中心在滴水湖畔开业，构建起集展示

体验、品牌推广、产品分销、电商销售、贸

易分拨等功能于一体的保税展示交易新

模式。阿根廷进口肉类进入洋山特殊综

合保税区后，经过保税加工制造、保税展

示交易，更好满足国内消费需求。

中国是阿根廷的第二大贸易伙伴，

阿根廷75%以上牛肉出口至中国，保税

展示交易新业态推动货物贸易优化升

级，在有效降低企业成本的同时，也丰富

了临港主城区的消费场景和商业氛围。

依托高水平开放的制度优势，洋山

特殊综合保税区积极拓展保税维修检

测、保税加工制造、保税研发设计、跨境

电商等“保税+”新业态新模式。GE航

空航天的“4S店”就坐落于此，这是中国

首家专业发动机快修工厂，将为中国和

亚洲地区客户提供指定型号的发动机快

修服务，中国客户无需走出国门即可对

发动机进行快速维护与升级，还能享受

发动机“出境维修”政策红利，大大减轻

航空公司税费负担。

除此以外，全国首个“两头在外”电

子产品保税维修、首个汽车整车保税维

修项目、全球首台全高温超导托卡马克

装置保税研发项目也相继落地。今年

上半年，洋山特殊综合保税区实现保税

维修进出口值101.92亿元，同比增长超

过70%。

提升服务能级，打造全球
航运枢纽

集装箱吞吐量连续14年位居全球

第一，这是上海建设国际航运中心的硬核

实力，但航运高质量发展还依赖“服务”二

字，加快补齐高端航运服务方面的短板，提

升航运资源全球配置能力，临港新片区和

洋山特殊综合保税区正通过一项项航运服

务领域的首创性创新，助力上海港加快打

造全球航运枢纽。

当下，国际航运业走到绿色转型的十

字路口，对上海来说，正是一个弯道超车的

契机。在国际航行船舶保税液化天然气

（LNG）加注形成常态化之后，洋山港将目

光投向绿色甲醇燃料加注这一新赛道，今

年4月落地中国首单绿色甲醇“船到船”同

步加注作业。

针对绿色甲醇这种目前被全球看好

的新型能源，临港已展开产业链深度布

局——加强甲醇加注设施规划，推动基础

设施建设和改造；推动海事部门出台国内

首个水上甲醇加注作业安全管理办法；牵

头成立绿色航运产业联盟，不断扩大制

备、运输、认证、碳交易、产业基金“朋友

圈”；设立全球首个绿色甲醇燃料线上

交易平台和培训认证中心……围绕绿

色甲醇加注，一个产业生态圈正在形

成。林益松表示，临港要为整个绿色加

注供应链服务体系提供支撑，为未来培

育起一个百亿元级乃至千亿元级产业奠

定基础。

对于全球枢纽港口来说，国际中转

集拼业务可以极大提升港口资源配置能

力，诸多世界级大港国际中转业务占比

超过50%。为了补上这块短板，新片区

设立洋山国际中转集拼公共服务中心，

积极开展出口拼箱、国际中转拆拼箱等

多业态同场作业。一系列贸易自由化

便利化政策和智能监管的出台，成功吸

引航运巨头马士基在临港设立国际中

转集拼中心。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

年，洋山港国际中转集拼业务量占比上

升至近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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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港联动，“临港造”新车下线就出海

今天是第七个中国医师节。

根据上海市卫健委最新数据，当前，上海拥

有9.23万名执业（助理）医师，他们不仅在日常

诊疗中展现出卓越的专业能力，且日均担负诊

疗人次数高达13.5——这个数字，比全国平均水

平高出一倍多。高负荷的节奏，透露出大众对

医疗的高需求度。

对普通大众来说，我们从未如此需要医学，

但又似乎总是与医学保有距离，医务界的新闻

总是“抓人眼球”，偶发的伤医事件触目惊心，叫

人意难平。

今天，到底该如何理解医者、理解医学、理解

医患关系？这个医师节前夕，我们与5名医生聊了

聊。他们中，有30年鏖战“最难的癌”——胰腺癌

的外科教授，有医生里的幕后英雄——影像科医

生，有外科里的女医生，也有妇产科里的男医生，

还有医学领域的新兴门类——运动康复治疗师。

在这个科技高速发展、几乎实现人与人之

间“天涯若比邻”的秒沟通时代，我们认为，尊敬

医者，理解医学，更为珍贵。

  年鏖战“最难的癌”，
唯有坚韧不拔
虞先濬（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

院长、胰腺外科教授）

一上午看完57名患者，临近下午1点结束

门诊，午饭照例赶不上了，食堂师傅给留了半份

冷馄饨，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院长、胰腺外科

虞先濬教授盛赞这是他“最爱的午餐”。我们的

采访，就是在他吃这6个冷馄饨的午餐时段，见

缝插针地开始了。

1994年从上海医科大学（复旦大学上海医

学院前身）毕业，今年，虞先濬从业整30年。30

年鏖战“最难的癌”——胰腺癌，虞先濬已成为

全国知名的胰腺外科专家，还有人叫他“网红院

长”，因为网上流传着他的多个门诊视频，用生

动幽默的语言把患者的病情讲清楚，这种深入

浅出的病例解析，也被称为“虞式风格”。

“我不想当‘网红’，没办法。”虞先濬感慨，

如果有患者因为这些健康科普“段子”而对胰腺

外科多一些认识与理解，也是好事。

在行业里，对胰腺外科流传着一段非官方

介绍：“骨头硬、资源少、活难干。”而从医学数据

里，也能嗅出这段表述背后的医生之难——胰

腺癌患者，平均生存期不到6个月。

“医生付出很多，病人还是去世了，很郁闷；

更让医生郁闷的是，付出了很多，病人去世了，家

属还告你……”聊起当医生的甘苦，虞先濬无数

次对自己说、同时也对他的学生们说：“要记住，

病人来医院不是来找事的，是来看病的。当外科

医生要做到两点，第一，手巧，手到病除，病人不

会闹；第二，多说，多沟通，对病人好。”

毕竟，遵医的患者是绝大多数，对医生好的

病人也有太多。虞先濬与记者说起一个个历历

在目的病例：一名老太太开刀后出血，第二次开

刀，过了一周又出血，再开……第三次开刀后，

病人实在拉不回来了。但这名老太太临终前专

门感谢了医生。老太太的女儿从奥地利归来，

照顾母亲间隙，看到医生白天黑夜地忙，几乎睡

在病人身边观察，也一个劲地感谢虞先濬。

还有胰腺癌患者老陈，临手术前夜逃回家，

不敢做手术，被虞先濬“抓”了回来，最终接受了

手术，继续活到现在已十多年。如今，老陈不仅

自己找虞先濬看病，全家人看其他学科的毛病，

老陈也要先友情咨询一下虞先濬，因为信任。

几十年的努力，在虞先濬所在的团队里，胰

腺癌的治疗效果已经比肩、甚至在很多领域超

过了国际领先水平，但患者依然有期待——期

待活得更长、活得更好。也因此，虞先濬和他的

同行们依然夜以继日。“扎根这么难的一个学

科，让我记住一个词：坚韧不拔。”虞先濬说。

“我是康复师，不是康
师傅！”
孙扬（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运

动医学科运动康复师）

当一名运动康复师是什么体验？“有时会被

病人喊成‘师傅’，甚至以为我们是搞按摩的。”

与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运动医学科运动康复

师孙扬聊这个医疗领域的新兴职业，就从她的

“抬头”聊起。孙扬还就此写过一个脱口秀段

子，标题就是“我是康复师，不是康师傅！”

尽管很多患者还“叫不清楚”他们的称呼，

却不影响大家慕名而来。孙扬对一名十多岁的

女孩印象很深。外伤导致了她髌骨脱位、骨折，

在外院做了骨折及韧带修复手术，但因术后康

复不及时造成了关节粘连，后续还出现了股四

头肌肌腱损伤，无法主动伸膝了。正值花季，就

此失去了正常独立生活的能力？家长带着孩子

找到华山医院运动医学科陈世益教授。

陈世益教授团队给女孩做了人工韧带股四

头肌肌腱重建手术和关节粘连松解术，患者在

术后立即按运动医学早期康复理念开展了系统

恢复，经历了慢性疼痛等一个个难关，最后重返

正常生活。目送女孩走出医院的那刻，孙扬想

起了她第一次找来时的场景，女孩说，“医生，我

希望在学校里能自己上厕所”。离开医院这天，

她许下新愿望：“我停学好几年了，今年高一，过

几年高考，我也想成为康复师。”

孙扬说，这些病例也一次次叩问着她选择

这个领域的初衷：康复师能给患者带去什么？

在孙扬身后，有不少运动员的签名运动服、

足球，这是华山团队多次保障国内顶尖运动队

的“纪念品”。“高水平运动员的康复目标是重返

竞技状态，而不仅仅是恢复行动能力。其实，普

通人何尝没有高质量的康复需求，很多人就是

因为爱运动才会出现运动伤害，他们也希望康

复后能重返运动。”在孙扬看来，好的康复方案

能配合临床治疗方案，让患者重返工作、生活，

更让很多人的人生就此大不同。

从业8年，孙扬明显感受到，在国内，运动康

复师的队伍日益壮大，大众需求越来越大。“我

们的门诊已经没有淡旺季之分了，越来越多的

人喜欢运动，由此引发的运动伤害也会增加，大

家口口相传找到这儿，我们也期待更多人认识

运动康复师。”

“我们治的是肿瘤，只不
过肿瘤长的位置不一样”
姜桦（复旦大学附属妇产科医院

院长、妇瘤科主任医师）

业内有一句玩笑话：“世界上有三种人：男

人、女人和妇产科男医生。”复旦大学附属妇产

科医院院长姜桦就是一名妇瘤科男医生。

从业30年来，从一名临床医生到一名医院

管理者，他见证着妇产科男医生从“少数”变成

“中坚力量”。“在我们医院，男医生占比近40%。”

在姜桦看来，随着人们理念的转变，整个社会、

包括男性本身及其家属对这份职业的认同度及

接受度越来越高。

1994年，从上海医科大学临床医学专业毕

业后，姜桦进入复旦大学附属妇产科医院工作，

对这份职业的迟疑很快在工作中消弭：“我们治

的是肿瘤，只不过肿瘤长的位置有些不一样，对

医生而言，其实没什么差别，把病看好才是最关

键的。”

“是否有被患者拒绝的时候？”对于记者的

疑问，姜桦直言，“几乎从来没有。”他在患者中

颇受好评，甚至被一众病友誉为“男神”。

“当患者得了肿瘤，她的焦虑、恐惧、担忧是

很明显的。”这份复杂的情绪在见到姜桦时可以

化解近五成，而经其诊治，至少可以减少八九

成。究其原因，姜桦认为，医术与态度缺一不

可。“患者信赖医生的能力并以性命相托，医生

理解患者就诊时的不易，相互理解造就双向奔

赴，这是良好医患关系的基础。”

目前，复旦大学附属妇产科医院妇瘤科手

术量居全市首位，宫颈癌手术量占全市宫颈癌

手术量的近一半，妇瘤科的学科建设同样在全

国名列前茅。优异的成绩单也对医者提出了更

高要求，必须在医、教、研三方协同发力。

姜桦每日的行程排得十分紧凑，在繁忙的

行政与临床工作之余，他不忘自己的博导身份，

悉心培育着下一代医者的成长。每到毕业季，

看到自己的学生戴着博士帽答谢导师，姜桦由

衷自豪，同时也不忘再叮嘱几句：选择医生这份

职业要慎重，因为一旦选择就意味着一辈子的

付出；如果下定决心从医，必然能从这份职业中

获得满足感和自豪感，这是件很幸福的事。

刻板印象带来不信任？
用实力打破质疑！
王葵（海军军医大学第三附属医

院肝外二科主任）

一名普外科女医生有多稀缺？有人形象地

说，“如同野生大熊猫一般”。海军军医大学第

三附属医院（上海东方肝胆外科医院）肝外二科

主任王葵是全院唯二的女外科医生。谈及自己

最初的选择，她直言，这既是阴差阳错，也是命

中注定。“本想着先到外科轮转，再

定岗内科，没想到干着干着还挺

喜欢。”用王葵的话来说，外科

工作有挑战、有风险、有压力，

“在这样的环境下，医生成长

得很快”。

犹记得刚当医生时，

王葵每天都要忙到深

夜，长海路的两端连

接着她的工作与生

活。后来，随着专

业能力渐长，她

开始独当一面，

当然，以往不曾有

过的压力，也随之

而来。由于王葵是团

队中唯一的女医生，患

者常误认为她是“护士

长”。如何应对这些因刻

板印象而带来的质疑与不

信任？王葵选择用实力打破！

从业28年来，在王葵的手

术医疗档案中几乎没有产生过医

疗纠纷。“哪怕切个胆囊，我也会在

手术室中仔细盯着，这种良性疾病

一点错也不能出。”她直言，医生

要对患者好一些，但如果手上

没活，这份“好”便无从谈起。

不少多年前接诊过的

患者，至今还与她保持着

联系。

不久前，一名患

者再度找到王葵。

她记得，这还是自

己在当助手时，

“动刀”的第一

批患者。曾经40

多岁的肝癌患者如

今已年逾古稀，可在

例行体检时发现肝脏

上又长出了一个5毫米

的肿瘤。癌症复发，这名

患者第一时间想到的，是曾

救治过她的女医生。手术很

顺利，王葵又救了她一次。

“很多人说，肝胆外科医生没

什么患者朋友，因为肝癌生存率相

对较低。”可令王葵高兴的是，随着

手术技术的进步与肿瘤药物的突破，长期生存

的患者越来越多，几乎每周，她都能接到老患者

打来的道谢电话，“谢谢王医生，好多年了，身体

挺好的。”

至今，王葵仍记得已故中国科学院院士、我

国肝胆外科之父吴孟超在她入行时的谆谆教

导：“做临床医生很不容易，一定不能半途而

废。”“一晃，几十年过去了，我坚持下来了，努力

成为一名好的外科医生。”王葵说，她的从医初

心始终未变，那就是让癌症患者活得再久一点，

活得再好一点。

探查疾病的蛛丝马迹，
医患的目标是相同的
吕琦（同济大学附属同济医院影

像科副主任医师）

除了固定的早读片，同济大学附属同济医

院影像科副主任医师吕琦的大部分时间都在

阅片中度过，从影像片中探查疾病的蛛丝马

迹，为临床医生提供可靠的诊断依据，这就是

她的日常。

“每天，我都要面对

数百份患者检查，每一次

诊断都可能对其生活或后续

治疗产生影响。”吕琦坦率地

说，影像科的工作大多在“幕

后”，平日里与患者接触的机会不

多，但只要一接触，必有“麻烦事”。

她记得，有一次，一名患者气势

汹汹前来质问：“为什么两次影像报告

的结论不一致！”原来，第一次检查时，

报告提示有三根肋骨骨折，但在第二次检

查后，却报告了五根肋骨骨折。

“我当时先请患者冷静下来，一起找寻原

因。”比对两次报告，吕琦发现，该患者第一次做

的是X线检查，而第二次是CT检查，且中间相

隔近一个月。

“每种影像学检查的分辨率是不同的。比

如，X线检查快捷高效、辐射量低，但对某些细微

的骨折或特殊部位的骨折显示能力有限。CT

分辨率更高，可进行三维重建，能更清楚地显示

细微骨折，但价格和辐射量相对高些。”在释疑

的同时，她进一步问患者：近一个月内是否磕碰

过患处？患者此时才和盘托出：前几天陪孩子

时不小心扭到腰，疼痛难忍，这才想着来重新做

个检查。

“影像结果的变化有时并非错误，而是疾病

进展的一部分。”吕琦说，临床上，患者的疑问不

少，诸如“反复检查是否是医院为了赚钱？”“为

什么要做多种检查才能明确诊断？”等等。

“实际上，患者的误解可以归纳为两类，一

类是对复杂的影像学检查不了解，另一类是对

不同疾病进展的速度没概念。”在她看来，影像

科医生的目标就是确保患者得到准确的诊断，

“医患间相互理解和信任，才能更好地合作，共

同面对疾病带来的挑战，达成共同的目标——

守护患者的健康。”

上海拥有9.  万名执业（助理）医师，承担着高负荷的诊疗节奏

医患互信：如此需要医学，更多理解医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