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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唐闻佳）正值上海市
老年医学中心（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

闵行梅陇院区）开业一周年。记者从昨

天举行的首届老年健康创新与发展论坛

获悉，该中心致力于探索构建老年医疗

服务网络、创新医疗服务模式，已开设健

忘专病门诊、睡眠障碍多学科联合门诊、

多病共治门诊等特色服务。

上海市老年医学中心常务副院长、

党委副书记孙湛介绍，依托中山医院同

质化管理，中心开业以来已开设35个科

室，500余张床位，累计接诊近56万人

次，累计出院近3万人次。中心致力于

老年常见疾病的防治和老年特色服务，

打造MDT多学科团队诊疗模式，并在社

会服务、行业指导方面深度耕耘，整合多

学科资源为老年患者的康复护理工作提

供专业支持。

老年健康科技产业联盟也于昨天

成立。

上海市老年医学中心已开设多病共治等特色门诊

推进老年健康医疗体系创新升级

来到杨浦区控江路600号，绿树环

绕着两幢建筑——延吉街道养老院和内

江社区卫生服务站比邻而建，不仅医养

结合的理念在此生动展现，一进门便遇

见的一座中药花圃，是上海推进中医巡

诊新模式的最新呈现。

今年3月，杨浦区延吉社区卫生服

务中心内江社区卫生服务站纳入上海市

中医药特色巡诊服务名单，并于8月底

正式对外开放，成为居民“家门口”的中

医药特色巡诊社区卫生服务站（以下简

称“中医巡诊站点”）。

记者从上海市卫生健康委（市中医

药管理局）获悉，今年，上海推进中医药

巡诊新模式，最新创建了60家中医巡诊

站点，加上此前建设完成的112家，目

前，全市中医巡诊站点总数达到172家，

社区中医药的服务半径不断扩大。

身边的中医驿站，让传统
中医更触手可及

走进内江社区卫生服务站，淡雅的

草药香气萦绕鼻尖。延吉社区卫生服务

中心主任王丽华递来一杯中药代茶饮。

“中药代茶饮和糕点可受老年人欢迎了，

不少叔叔阿姨还和我们一起动手制作。”

作为“家门口”的中医药健康驿站，

该服务站在中医诊室和治疗区外，还设

置中医药养生健康教育区，让市民学习

中医、了解中医。“今年站内开展了中医

药文化暑托班，给参加的小朋友每人发

了一株中草药，他们可感兴趣了，主动钻

研起中草药的习性。”说话间，王丽华又

指了指服务站外印着节气与中医科普知

识的连廊，“连廊上的这些知识，老人们

看得津津有味。”王丽华深深感受到，“爱

中医、信中医、用中医”的氛围在服务站

内正变得愈加浓厚。

值得一提的是，内江社区卫生服务

站选址毗邻延吉街道养老院，和最需要

健康服务的人群做了邻居。养老院负责

人说，许多选择这里的家庭正是认准了

这对“左邻右舍”，希望多样的老年服务

需求在这里得到“一站式满足”。

“一直以来，我们都强调中医巡诊站

点要与社区老年活动中心、社区食堂、社

区老人托养机构等‘生活盒子’设施融合

建设。”上海市卫生健康委中医药服务监

督管理处处长刘华告诉记者，今年中医

巡诊站点工作开始探索在商务楼宇选

址，多家已落地的站点开展午间和双休

日延时服务，就是希望吸引年轻白领等

更广泛群体走近中医，让中医药服务变

得更触手可及。

巡诊新模式让中医药资
源质量提升、服务下沉

谈及巡诊这个新模式，刘华解释，就

是要上级医院名医“往下巡”，站点医生

针对重点人群“主动巡”，中医药科普教

育“广泛巡”。

具体来说，每个巡诊站点都会和上

级医院结对，“杨氏针灸”“朱氏推拿”等

名家流派的专家每月定期到站点进行巡

诊或带教指导，让居民在“家门口”就能

看到名中医。站点医生还将对辖区内重

点人群定期随访，开展中医药访视和保

健指导。与此同时，中医药特色科普和

教育将以各种形式深入社区、乡村、大学

城、中小学校园、养老机构等，让中医中

药通过巡诊模式主动服务不同人群。

王丽华自豪地说，“杨氏针灸”第四

代传人卢月婷已加盟内江社区卫生服务

站。“这块‘名医招牌’不只是亮个相，我

们目标是让居民通过‘杨氏针灸’的治疗

获得健康，让他们对‘杨氏针灸’带来的

中医治疗方式有更深入、科学的认识。”

在巡诊新模式的带动下，中医药资

源质量不断提升，服务稳稳下沉。截至

目前，上海市开设中医医联体专病联合

门诊134个，平均可提供近60个中医病

种服务，开展6类以上中医医疗技术和

中药饮片服务，全市16区都实现了市级

中医医院制剂的社区调剂使用，基本满

足本市居民家门口的中医药服务需求。

在去年的基础上，上海市今年还新

建了25个市级名中医基层工作站，总数

达到125个，进一步完善了分级诊疗制

度。“现在不用排长队，家门口就能看大

医院的中医专家，费用也更实惠了。”居

民为此“点赞”。上海市卫生健康委透

露，明年，本市将继续新一轮的巡诊站点

建设，在扩大遴选范围的同时，推进这一

“为民办实事”项目的可持续发展，同步

做好前三批站点的服务能级和内涵提

升，推动建立上下联动、资源衔接的中医

药服务体系，进一步夯实本市基层中医

药服务网底，助力新一轮健康上海建设。

推进巡诊新模式，全市已建站点   家，社区中医药服务半径不断扩大

让居民在“家门口”遇见名中医
■本报见习记者 张菲垭

内江社区卫生服务站是新建的中医巡诊站点之一。本报见习记者 张菲垭摄

这个学期，黄浦区蓬莱路第二小

学里多了一座“主打”上肢力量训练的

体育设施——“蓬莱小镇乐园”。乐园

里，吊环、云梯、滑竿、攀爬架和绿化带

两侧的参天绿树一起，形成一个丛林

探险的新场景。

开学一个多月，学生们逐渐熟悉

了校园里的这个新设施，体育老师们

也发现了一个有意思的现象：不少二

三年级的学生已经能够游刃有余地在

乐园里“飞檐走壁”，反而是不少四、五

年级的学生，在跃跃欲试的同时，总有

些力不从心。

小学高年级学生的运动能力不如

低年级学生，这是为什么？蓬莱路二

小体育学科负责人邵斌道出了他的观

察：如今多数学生的运动能力尤其是

上肢力量普遍弱化，如果学校不主动

作为，孩子的上肢力量估计会继续“负

增长”，即年龄越大，能力越差。

为此，蓬莱路二小从两年前开始，

悄悄开展了一个实验：学校创设条件，

尝试将倒立、悬垂等上肢力量训练前

移至一二年级。

这个实验坚持至今，效果如何？

不少老师发现：“现在，我们二三年级

孩子的上肢力量和运动能力，要明显

优于四五年级的孩子们。”

从幼儿园到小学，孩子
的运动兴趣为何在减弱？

中小学生上肢力量薄弱，是近年

来很多体育老师普遍面临的难题。最

典型的是，很多初高中生引体向上拉

不动。而顺着学段从高中往下看，像

悬垂、攀爬、靠墙倒立等这些小学体育

教材里的“基本动作”，看起来简单，在

学校里却并不好教。

邵斌从事体育教学近30年，谈到

学生的体质，他有一则发现：如今很多

家长都很重视孩子的身体素质，不少

人早早就报班送孩子参加各种体育培

训，但在体育课上，学生的表现却不尽

如人意，运动底子偏弱。但如果再往

幼儿园追溯，却发现很多孩子在幼儿

园里参加的体育活动并不少。

问题究竟出在哪儿？

长期从事青少年体质研究的上海

体育大学体育教育学院教授刘阳结合

手头的调研，试图给出答案的一块“拼

图”：在上海，很多幼儿园都有比较丰

富的运动场地和设施，让孩子们边玩

边运动，但到了小学，孩子们能玩的东

西一下子少了。尤其是一些市中心的

学校，运动场地有限，有的学校操场上

只有篮球架，连根可以练悬垂的杆都

没有。

所以，孩子从幼儿园进入小学后，

平时能够得着的运动大多只有球类和

绳类，比在幼儿园时单调了不少。由此

运动兴趣减少了，加之学习的科目增加

了，所以不少学生慢慢就“懒得动”。像

上肢力量训练，本身比较枯燥，如果学校

再缺少合适的运动设施和项目，确实比

较难以有效开展。

足够的运动时间和空间，是学生身

心健康的重要保障。但假如学校的物理

空间有限，学生人数又多，如何确保学生

能在有限的校园活动空间里，安全健康

地动起来？蓬莱路二小的破题，就是从

这里开始的：创设适宜运动环境，鼓励更

多孩子“动起来”。

走进这个小学校园，一眼就能看到，

学校操场边停了几十辆平衡车，这样，孩

子们就可以在校园间自由骑行。此外，

体育老师还在跳箱之间架起梯子，把它

们变成可以练习悬垂的“云梯”，再在低

年级教室门口的墙上装上攀爬抓手、吊

杆和折叠保护垫，让孩子们下雨天也能

练习“爬墙”……去年暑假，学校在一年

级学生所在的分校创设了“勇敢者道

路”，在增设运动场景的同时，帮助学生

进一步锻炼上肢力量。

提前学倒立，低年级学生
能坚持吗？

到了中午时分，校园里的“蓬莱小

镇乐园”，人气十足。不少学生三两结

伴，在高高低低的吊环、攀爬架间来回

穿梭……孩子们充分“动起来”，而值班

的体育老师则在一旁默默守护，仔细留

意着学生们的一举一动。

经过体育课、体锻课、大课间和午休

时的数次尝试，二年级女生小徐如今已

经可以独立在“勇敢者道路”上玩上几个

来回。小徐说，去年在分校时，她就经常

在校园里的“勇敢者道路”上玩，所以开

学后踏上总校这个新场地，自己并没有

害怕。而最让她难忘的，是一年级体育

课上就开始的倒立训练，“刚开始觉得好

难，但经过一年的坚持，现在我也可以独

立完成‘爬墙手倒立’了。”

为什么要让一年级学生提前学习

倒立？

“随着学生年龄增加，他们上肢力量

的增加幅度和比例，相比身高体重的增

加并不占优。所以，等孩子到了三四年

级，他们的体重上去了，要想完成这些动

作难度就更大了。”

邵斌介绍，大多数一年级学生仅仅

用了两三个月就掌握了“爬墙手倒立”，

到了二年级，就可以开始学习“靠墙手倒

立”了。

邵斌还以低年级的“跳箱”为例谈

到，根据教学要求，小学低年级学生要爬

越60至80厘米的障碍物，但体育老师们

发现，很多一年级学生稍加练习就可以

轻松越过100厘米的五层跳箱。“所以，

我们在实际教学中也逐步加码，经过一

段时间锻炼，很多一年级学生也能轻松

越过130厘米的满格跳箱。”

当孩子熟练掌握了这些技能，再去

“蓬莱小镇乐园”爬上爬下，自然也就不

是难事了。“希望孩子们在玩的过程中尽

情享受运动的自由和快乐。其实，在带

有一些挑战性的玩耍中锻炼，往往比重

复简单的练习，更能吸引孩子。”蓬莱路

二小校长余祯说。

孩子真正“动起来”时，反
而不容易受伤？

随着校园里的“挑战类项目”越来越

多，一些讨论也随之而来。有人问：让孩

子在校园里这么“玩”，万一受伤怎么

办？如何才能确保学生的运动安全？

余祯介绍，“蓬莱小镇乐园”开放至

今，老师们每天都会观察学生的活动情

况，并根据实际在一些细节上进行了调整

和完善，物业工作人员也会每天对场地进

行仔细检查。而比这更为重要的，是学校

设计制定了相应的活动规则，比如，设置

好行进轨迹和方向，确保学生在相对安

全的环境下开展运动。就拿平衡车来

说，起初很多孩子喜欢骑得飞快，学校后

来设计好了骑行路线和规则，并经常搭

建不同的赛道，让孩子们在赛道里比赛。

“我们认为，当孩子真正‘动起来’了

且掌握了运动的规则和规律后，反倒有

了不易受伤的身体基础。但如果孩子在

该跑跳的时候不跑跳，以后身体协调性

就会慢慢变差，受伤的概率反而会增

加。”邵斌介绍，学校的体育老师目前都

会根据学情，适当增加体育活动的难度，

让学生通过参加具有一定挑战性的运

动，强健体魄。

刘阳也认为，现在的青少年体质健

康状况不容乐观，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

是在儿童早期时错过了动作发展的窗口

期。很多学校出于场地限制和安全考

虑，无法让孩子在校园里得到充分有效

的运动。但事实上，7岁是儿童基本动

作技能发展的窗口期，如果7岁之前孩

子的运动没有得到重视，之后付出再多

努力恐怕收效也难以保证。反之，如果

家长和学校在孩子7岁之前能给予足够

的运动支持，那孩子的习得能力也会慢

慢变强，有利于终身体育意识的形成。

——黄浦区蓬莱路第二小学体育教学“实验”引出的思考

孩子年龄长了上肢力量却在退化，怎么回事？
■本报记者 王星

左图：为了锻炼学生们的上肢力量和协调性，蓬莱路二小体育教研组老师们

特别设计了“倒立课”，不少同学在新学期已经能熟练掌握倒立技巧。

本报记者 袁婧摄

如何让孩子们在校园里多活动、多
运动，让他们身上有汗、眼里有光？对
蓬莱路二小而言，在体育课上的“跨前
一步”，既是探索，也是挑战。

时下，出于安全方面的考虑，不少学
校的体育课变得越来越“温和”。其实，
老师和家长们都知道，孩子在校园里
“动”得少，并不利于身体素质的提升。
但增加孩子的运动量、尤其是提高一些
运动难度，在教学过程中，万一有孩子受
伤怎么办？这样的“万一”，其实无论是
学校还是家长都心照不宣。但在有顾虑
的情况下，校方依旧想出各种办法、为孩
子创设运动空间和条件，无非是希望每
一个学生在学校里“能动、会动、敢动”，
继而爱上体育运动，提升身体素质。

在这些想法逐一落地的过程中，新
尝试未必获得一片赞同，甚至还会遭到

质疑。比如，有教育界同行就善意“提
醒”，把本来应该在小学高年级教的一
些动作提前到低年级教了，是否属于
“超纲”？也有家长或老师可能会问，这
么做科学吗？一旦出现安全问题，谁来
承担责任？

不难料想，校方在鼓足勇气“跨前
一步”前，少不了对上述风险因素做出
判断、思考、权衡。但如果一边想着为
提升学生体质做些实事，另一边又面临
各种压力束手束脚，那么“跨前一步”很
可能最终跨不了，教学改革也难以有所
突破。

所以，对于蓬莱路二小这场体育教
学的“实验”，我们不妨抱着更为包容的
心态来看待。或许，校园里奔跑着的孩
子们那脸上的笑、身上的汗、眼里的光，
已经是最好的证明。

体育课上的“跨前一步”只是开始
记者手记

AI（人工智能）正在引领

一场科技革命，新近揭晓的

2024年诺贝尔奖就有两项授

予了AI研究者。然而，当AI

如潮水般涌入人类社会时，首

位图灵奖、诺贝尔物理学奖双

料得主杰弗里 ·欣顿不断提醒

人们要“小心AI”。

究竟是想办法让AI负起

责任，还是对其危害进行预

防，怎样使其更安全地融入人

类社会？日前在沪举行的中

国科学院学部科技伦理研讨

会上，国内外70多位专家学

者围绕科技伦理治理的难点

与困境提出了新思考。

  时代警惕“信
息流行病”

据世界卫生组织统计，本

世纪人类共经历过8次突发

公共卫生事件。随着AI时代

的到来，中国科学院院士、中

国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研究

员高福提醒，一种“信息流行

病”正在悄然出现。

AI会有幻觉、会撒谎，其

应用越加广泛、深入，所带来的

“信息污染”危害就会越大。高

福提到网上流行的一个段子：

今年诺贝尔物理学奖揭晓之

后，有人从诺贝尔奖官方网站

上下载获奖者约翰 ·霍普菲尔

德和杰弗里 ·欣顿的照片发给

ChatGPT，要它指出图片存在

什么问题。得到回答是：物理

学奖不太可能颁给霍普菲尔

德和欣顿，认为这“可能是某

种误传或艺术性表达”。

“很显然，当人们轻信

AI，就容易被其误导。”高福曾

让学生检查5篇论文，发现其

中4篇来自“AI制造”——如

果不加控制，未来将给社会带

来混乱。他说，未来既要防控

病毒大流行，也要同步防控

“信息病毒”。

人类与AI哪个更聪明？人类能否

管束住AI？高福认为，人类需要用智慧

与道德，构建起有效的AI治理体系。

过往经验能否阻止未来风险

AI会替代医生吗？这是一个很多

人关心的问题。杰弗里 ·欣顿曾在10年

前就认为可以停止培养放射科医生。“但

现在看来，这是错的。”英国爱丁堡大学

科学技术与创新研究中心主

任罗宾 ·威廉姆斯说，现状是

医生与AI在读片时各展所

长，使疾病的影像诊断更加

精准有效。

如今，AI已在不少医疗

领域崭露头角。过去，在探讨

AI的医学伦理时，经常使用

的是预防性思路，即把一切

可能的危害消除在起始萌芽

中。但罗宾 · 威廉姆斯提出

了一点疑问：人们在作出“有

害”或“无害”的判断时，往往

基于过往经验和模型，这究

竟能否阻止未来的风险？

他认为，还是要在实践

中摸索AI与现有劳动流程的

融合之道。比如，癌症筛查

如何设置AI模型灵敏度才能

避免假阳性？面临医生短

缺，可否用大模型提升医疗

效率？以及如何确保不负责

任的算法被及时排除？罗

宾 ·威廉姆斯说，未来AI医学

伦理的探讨应贯穿于技术发

展和应用的全生命周期，一

方面可让患者用上最新技

术，一方面也可随时调整伦

理规范。

爱 丽 丝 的 岔 路
口，要给核心问题留
时间

“当大家都在探讨周边

应用的伦理问题时，一些伦

理的核心问题反而未曾被清

晰思考。”加拿大皇家学会院

士、加拿大达尔豪斯大学生

物伦理学与哲学教授弗朗索

瓦丝 · 贝利斯说，当应用“跑

得飞快”之时，更要给核心问

题留出探讨的时间和空间。

比AI伦理更令人困扰的

是人类进化的问题。曾经，能

否对人类生殖细胞进行基因

编辑引发过激烈的伦理争论，

目前绝大多数国家都选择对

此按下“暂停键”。然而，随着

生命科技的发展，审慎选择

路径尝试的声音也在不断冒头，甚至还

出现了意图控制人类演化进程、创造一

个全新人类基因等更激进的想法。

在弗朗索瓦丝 ·贝利斯看来，其实更

关键核心的伦理问题是：我们是想要活

得更好，还是要创造“更好的人”，“更好”

又该如何定义？她觉得，面对这一问题，

人类更像《爱丽丝漫游仙境》中走到岔路

口的小女孩，“慢下来，想清楚”比茫然走

下去更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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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许琦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