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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敬的客户：

根据中国电信客户积分计划的“积分清零规则”，您于2022年度产生的

客户积分有效期截止至2024年12月31日24:00，逾期清零，敬请关注！

如您尚有2022年度积分未使用，请您于有效期内尽快关注绑定“上海电

信”微信公众号，进入“专区与帮助”-“积分兑换&星级服务”；或关注绑定“中

国电信上海客服”微信公众号，进入“我的服务”-“积分 ·国际/港澳台漫游”-

“积分商城”进行查询和兑换。

特此公告！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

2024年11月15日

积分清零公告

一根平平无奇的拐杖

能翻出多少花样？

老人身高、家庭周边

路况、起坐是否需要支撑

点……在康复辅助技术咨

询师眼中，老人配拐杖犹

如配眼镜，只有选配到适

合生活状态的“最佳出行

助手”，才能有效提升出行

的安全系数。

记者从市民政局昨天

举办的本市康复辅具产品

“焕新”促消费公益行获

悉，继本市9月开展适老

化产品补贴后，本月再次

加码——将老年人需求较

高的20类康复辅具产品

纳入补贴范围，并按照每

单总金额15%比例予以优

惠。从助起助行的拐杖、

轮椅、助行器，到生活起

居涉及的家用制氧机、防

褥疮垫、适老化餐具、老

花镜，补贴产品涵盖34

个 品 牌 、 78家 企 业 、

1018个销售门店。

优化品质供给、撬动

银发消费，在市民政局相

关负责人看来，此举进一

步回应了不久前经由市政

府常务会议原则同意的

《上海市推动银发经济高

质 量 发 展 若 干 政 策 措

施》。其中明确：要推动

事业产业协同发展，政府

要完善基本养老公共服

务，并充分发挥市场机制

作用，加快打造银发产业

发展高地。

需求养成：从
租赁到购买

在上海，康复辅具的

概念并不新鲜。

5年前，上海在全国

范围内率先试点“康复辅

具社区租赁”。自那时

起，全市各街镇综合为老

服务中心焕新升级时总会

预留部分空间用作“产品

发布”。

山下福至（上海）健

康管理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徐胜男最意外的是一类康

复辅具产品的走俏——制

氧机。传统观念中，这类

设备偏向医疗用途，一般

家庭中很少配备。通过社

区租赁试点，部分刚出

院的老人及其家庭有了

“尝鲜”的机会。用上制

氧机后，部分患有心脑

血管等基础慢病的老人明显感到血氧

饱和度提升。看得见的成效，让价格

高达数千元的制氧机顺利放入老人们

的“购物车”。

在“康复辅具社区租赁”试点中，

供应商提供的产品价格大多为3000元

至3万元不等，主要为智能护理床、电

动轮椅、上肢和下肢康复训练设备等适

用于家庭环境的康复辅具。“这些产品

通常客单价较高，老人即便有需求，也

未必能果断下单。”在徐胜男看来，针

对这类产品的“以租代购”撬动的是需

求养成，通过租赁筛选出真正有长期需

求的老人，最终将租赁转化为购买，激

发银发消费。

供给迭代：从标准到个性

此次康复辅具产品“焕新”面向的

人群范围更广——没有户籍、年龄限

制。只要老年人有需求，即可在“家门

口”的门店下单并享受补贴，无需填

表，也不必评估身体状况。

这 背 后 的 指 向 明

晰：推动康复辅具深入

社区，有助于更早地发

现老年人的功能衰退情

况，使他们能够及时使

用辅具，从而有效减缓

功能衰退的进程。

“每位老年人的情况

都是独一无二的，以助听

器为例，其选择更需因人

而异。”市民政局残疾人

福 利 处 处 长 孙 晓 红 解

释，老人听力衰退过程

容易被忽视。当老人真

正发现需要配备助听器

时，往往听力衰退已进

展到较为严重的阶段。

此时再配助听器往往效

果不佳，老人在适应中可

能会出现噪音较大、大脑

不适应等副作用。

徐胜男所在公司生

产 的 拐 杖 也 有 不 同 的

“个性”。倘若周边路况

不平、台阶较多，那么

选择带有“大四角”支

撑的拐杖，反而容易令

老人失去身体平衡；如

果老年人起身需要支撑

点，那么拐杖中间最好

加设S弯。

在多年试点中，孙晓

红捕捉到，老年人对康复

辅具的观念正在发生改

变。随着座椅拐杖等适

老化产品成为热门单品，

老年人也不再到“非用不

可”时才勉强接受。“康复

辅具并非衰老的象征，而

是帮助改善、补偿和替代

人体部分机能，既为老年

人出行提供便利，也提升

了他们的生活质量。”孙

晓红说。

产品升级：从
追赶到出海

康复辅具进入社区

的过程，也让平台方和

服务商见证国内康复辅

具生产厂家的兴起。

“在部分大众普惠性

的适老化产品中，国内企

业已积累了一定优势，甚

至凭借高性价比和过硬

质量成功‘出海’。”上海

市居家环境适老化改造

服务平台运营方负责人

周国荣解释，部分适老化

家具、卫浴产品的国产比

例显著提升。然而，膝关

节护具等专业设备领域，

海外品牌商依然拥有相

对强势的市场主导权。

对此，上海已在加速布局追赶。

坐落于闵行区大零号湾区域的上海市

养老科技产业园，不久前迎来首批入

驻企业，涉及生活辅助、健康服务、

康复辅助等领域的9家企业，相关养

老科技产品已在君莲养老院试用。

在不少业者看来，专业高端设备领

域的比拼，比的不仅是技术硬实力，更

包括服务细节。徐胜男以电动轮椅举

例，目前国内市场中各型各款的电动轮

椅不少，但存在通病——难以调整高

度。她发现部分海外商家在生产电动轮

椅时会柔性处理，预留一定程度的活动

区间，以便护理员根据老人的身体状况

进行个性化调整。

在周国荣看来，市场端的产品升

级，离不开支付端的有效撬动。以日本

介护险为例，康复辅具企业既提供护理

床等可租赁产品，还提供可购买的简易

浴缸、坐便器等。企业与支付端紧密结

合，大幅提升老年人的购买力，也让产

业发展步入正向循环，成为拉动银发经

济的新兴增长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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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唐闻佳）昨天是第18

个联合国糖尿病日。根据上海市卫健委

最新发布的数据：在上海，35岁以上常

住居民糖尿病患病率高达21.6%，而糖

尿病患者的患病知晓率仅57.4%，即有

超过四成的糖尿病患者不知道自己患有

糖尿病，防病形势严峻。

糖尿病在世界范围内正受到越来越

广泛的关注。目前，全球有近5.4亿糖尿

病患者，中国是糖尿病患者大国，成人糖

尿病患病人数达1.3亿。

近年来，上海逐步建立健全了覆盖

全市的糖尿病预防与诊治服务体系，在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提供包括登记建档、

风险评估、规范诊治和转诊、随访管理、

并发症筛查、综合干预和健康教育等糖

尿病全程健康管理服务，并持续扩大糖

尿病风险评估和筛查覆盖范围，促进糖

尿病的早预防、早发现、早诊断和早治

疗。全市二三级医院开展了糖尿病规范

诊治中心建设，加强对社区卫生服务中

心的对口技术指导。

2024年，全市累计登记糖尿病高

危人群222万。此外，全市建成153家

社区慢性病健康管理支持中心，为市

民提供包括糖尿病在内的多种慢性病

综合风险评估和筛查，糖尿病等慢性

病相关异常人群的发现能力提升了

10%-20%。

今年7月，国家卫健委等14个部门

联合印发《健康中国行动——糖尿病防

治行动实施方案（2024—2030年）》，上

海正在编制本市的实施方案，旨在进一

步完善上下联动、医防融合的糖尿病防

治体系。

申城  岁以上常住居民糖尿病患病率达  .6%

超四成患者不知道自己患有糖尿病

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青年医生

蒋怀礼把“眩晕”这个毛病看火了。他在

社交平台上自称“人体陀螺仪维修师”，

专门讲解“眩晕”，收获网友的百万点赞；

在线下，找他面诊的患者络绎不绝，有张

照片一直在他的手机里：拿着医保卡希

望“加号”的患者把诊室挤满了，而他则

被挤出了诊室，连门都难进……

“越来越多的患者能积极治疗，我

是非常高兴的。”把眩晕这个有点“冷

门”的病看“热”，蒋怀礼花了六年。回

顾这些年的努力，他特别想对患者说：

“让你痛苦万分的眩晕并非绝症，你其

实不必忍受痛苦”。

门诊最初“有点冷”，他
却越看越来劲

如今，在中山医院，耳聋眩晕专病

门诊已经升级为多学科联合的眩晕诊

疗中心门诊，周一到周五，每天都有半

天门诊。蒋怀礼难忘这个门诊的起

点：那是2018年10月8日，中山医院

耳聋眩晕专病门诊开诊。

何以记得这么清楚？“因为，那也

是我第一次正式坐诊眩晕门诊，结果

一下午的门诊就来了3名病人。”蒋怀

礼笑言，这也是当时眩晕就诊整体情

况的一个缩影：就诊率很低。

作为科里的年轻医生，蒋怀礼被

分配来“精耕”这一领域。没想到，这

个“有点冷”的起点让他越看越来劲，

用他的话说，“此后完全是因为个人兴

趣，一头扎进去了！”

“病人眩晕发作并不好受，天旋地

转的感觉很痛苦。”蒋怀礼逐渐听到患

者很多的“不敢”——不敢去超市，不

敢社交，不敢出门，不少病人甚至被眩

晕“困”在窄窄的一张床上。

蒋怀礼还发现，眩晕患者不是很

少，而是很多。如今我们可以从相关报

告中读到眩晕庞大的患病规模：全世界

有三分之一的人一生中会至少经历一

次头晕，而眩晕是头晕的一种特殊类

型，大概四分之一的头晕患者属于眩

晕，女性高发于男性。问题是，在蒋怀

礼接触眩晕专病门诊之初，大众对这一

疾病的认识很有限。大部分患者不认

为它可治，有的认为它是治不好的绝

症，“早晚会复发”，还有更多患者不知

道哪里能治、哪个科能看这个病。

如何让眩晕患者知道该怎么做？

自认为“挺爱说”的蒋怀礼把目光投向

科普，他开始以“复旦中山蒋医生”为名

在多个平台发布科普短视频。“我想让

大家知道大多数眩晕可防可治。”他说。

连续接诊罕见“晕病”，
患者从线上追到线下

随着科普短视频传播越来越广，

每条视频下的评论区成为了最热闹的

地方。在这里，眩晕患者的痛苦“被看

见”，各地病友互相交流，彼此鼓励。

随着蒋怀礼的名声越传越远，许多病

人从线上追到线下，甚至有院士也慕

名来到了蒋怀礼的诊室。

从2018年至今的6年里，蒋怀礼

已接诊超万例眩晕患者，让他印象最

深的病例出现在不久前。这是一名

68岁的上海阿姨，连续9个月，每天发

作眩晕100多次，几乎无法出门，跑了

6家医院没能治好。通过互联网，阿

姨认识了蒋怀礼，抱着最后一丝希望

找来。

蒋怀礼面诊后很快得出基本结论：

前庭阵发症。这是一种罕见的眩晕疾

病。前庭阵发症的发病机理是脑干局

部的责任动脉血管压迫了第Ⅷ对颅神

经，即前庭蜗神经。动脉的搏动不断刺激

神经纤维，从而导致频繁眩晕。简单说，

这就好像一个人的大脑会时不时地“断线

重连”，这叫人如何正常生活？！

经完善检查，阿姨确诊了这个病，更

令人欣喜的是，这病还有药可治。服药

不到一个月，她的症状全部消失了。然

而，令蒋怀礼哭笑不得的是，阿姨在没有

复诊的情况下自行停药，两个月后眩晕

卷土重来，还更严重了。这次经评估，手

术是唯一的希望了……

由于前庭阵发症作为一种罕见病，

全球范围内手术治疗的病例报道寥寥无

几，蒋怀礼还邀全院专家会诊，由耳鼻咽

喉头颈外科黄新生教授领衔，神经外科、

神经内科、心理科、放射科和康复科医生

共同为阿姨确定手术治疗方案。

这台手术中，蒋怀礼作为助手，协助

主刀医生神经外科朱卫教授通过患者耳

后发际线内仅一寸的小切口操控神经内

镜，在密布着神经、血管和脑干等关键组

织的大脑深部桥小脑角区域定位到发病

部位，分离压迫在前庭蜗神经上的右侧

小脑前下动脉，并安置垫片。打个比方，

就如同要分离不应搭在一起的琴弦，让

一切回归平静。术后仅两天，阿姨的症

状全部消失。

后来，上海阿姨还将蒋怀礼推荐给

一位被眩晕折磨4年的武汉病友，这名

阿姨也经手术治疗告别了每天200次

的眩晕。全球少见的手术，中山医院接

连做了两台，眩晕中心的集聚效应可窥

一斑。

被内科化的耳外科医生，
成就感日益升腾

接诊上万眩晕患者，目睹五花八门

的晕法，医生最大的体会是什么？蒋怀

礼感慨：“依然有很多患者不知道如何正

面应对。”

也因此，翻看蒋怀礼的科普短视频，

会发现他不仅仅是“垂类”医学科普，且

是“垂到极致”：满屏都在说“眩晕”这一

件事。

“因为总会有新患者带着老问题来

找我，我发现有些问题就得反复说。”蒋

怀礼道。

其实，长期以来，愿意投身从事眩晕

诊疗方向的医生并不多，因为眩晕涉及

的问题太多、太复杂。蒋怀礼起初也不

是主动选择看眩晕的。2018年，刚结束

规培的蒋怀礼在导师黄新生教授的指引

下投入这块新领域。“起初没想过什么前

景和发展，病人来找我，我用专业知识为

他们治病、解决问题。”慢慢地，看到备受

眩晕困扰的患者在自己的帮助下走向健

康、回归生活，蒋怀礼内心的成就感日益

升腾，对眩晕类疾病也越来越感兴趣。

蒋怀礼自豪地告诉记者，他在眩晕

门诊的出勤率是99%以上。网友们也

看出这名医生的努力。今年国庆长假

里，蒋怀礼带着老婆孩子出游，一边划

船，一边录播了一条眩晕诊治要点，以至

于网友评论“蒋医生就连放假也放心不

下大家”。

很多人不知道，蒋怀礼其实是外科

医生。有患者就曾抱怨，“蒋医生，你每

周就看几天门诊，其他时间在干啥？”蒋

怀礼哭笑不得，“我在手术室，我还有手

术要做。”原来，眩晕分属于耳内科，属于

蒋怀礼的“兴趣”所在，所以如今一周有

四个半天都泡在眩晕诊疗中心。他笑

言，自己是一个被内科化的耳外科医生，

实现了“内外兼顾”。

如今一有机会，蒋怀礼就呼吁，眩晕

这个方向大有可为，期待更多年轻人加

入。他也相信，在不远的未来，随着关注

这个领域的人越来越多、医疗科技不断

发展，一些疑难类型眩晕的治疗，也能从

“不可控”走向“可控”，从“只能控制”走

向“完全治愈”。

自称“人体陀螺仪维修师”，中山医院青年医生蒋怀礼
的科普短视频在社交平台上收获百万点赞

上海这名看“眩晕”的医生火了
■本报记者 唐闻佳
见习记者 张菲垭

本报讯 （记者唐闻佳）为进一步提
升内镜中心在医疗、教学和科研方面的

发展，改善患者体验，日前，复旦大学附

属中山医院内镜中心在新址上全面启

用。全新的内镜中心在原有基础上扩

容10倍，年诊疗能力提升至18万例，一

些符合诊治条件的就诊者有望实现“当

日门诊、当日检查”，预约等候时间大大

缩短。

随着大众疾病预防意识的提升，胃

肠镜的检查需求逐年递增。顺应这一需

求，中山医院内镜中心今年7月迁址至

枫林路160号，全面升级了环境设施、服

务流程，经过近四个月的试运营，如今全

面启用。新中心从多个维度提升了诊疗

体验：诊疗室增设至40余间，配备2个日

间病房共92张床位，设立智能化预约系

统和自助服务，构建“预约-诊疗-报告

打印”的智慧医疗全流程。

自1993年设立以来，中山医院内镜

中心历经30多年发展，已跻身世界一流

行列。该中心在国内外率先实施了多项

前沿内镜诊疗技术，创造了众多“全国首

例”和“世界首创”。作为全国首个获批

的综合类国家医学中心建设项目单位，

中山医院着眼于建设具有国际影响力的

科室。中山医院内镜中心主任周平红教

授介绍，该中心近年来已吸引30多个国

家的200多位同道前来学习内镜诊疗新

技术，先进成果已推广至全球400多家

医疗机构。

年诊疗能力提升至  万例

中山医院内镜中心新址全面启用

■本报记者 王嘉旖

康复辅具创新产品体验馆内的轮椅展区。 （受访者供图）

医线故事

蒋怀礼（右）因为专门看“眩晕”在患者群体里火了。 （受访者供图）

（上接第一版）25年冲刺“亿吨”的进程

中，他们先后打造了大型散货船、超大型

矿砂船、大型和超大型油轮、大中型和超

大型集装箱船、超大型液化石油气运输

船、FPSO、半潜式和自升式钻井平台、海

工辅助船等一批船舶和海工产品，其中

有多款全球首创、中国第一的船型，包括

国产大邮轮。

值得一提的是，因为部分海工平台

按规则不计算载重吨指标，因此，“亿吨”

名下的产品名单中，并没有外高桥造船

历年交付的14座高难度、高技术海上钻

井平台，包括世界首创、曾获国家科技进

步奖特等奖的3000米深水半潜式钻井

平台“海洋石油981”。

“三步走”标记从“跟跑”
到“领跑”

中国船舶工业始终带有鲜明的时代

烙印。回顾外高桥造船的发展，特别是

从“跟跑”“并跑”到“领跑”的轨迹，有助

于人们更好观察中国船舶工业通过科技

创新、转型升级实现高质量发展的路径。

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我

国造船业率先与全球接轨。在此背景

下，建设期的外高桥造船尝试同步开始

造船。2003年10月工厂竣工之际，他们

就同步交付3艘船、50万载重吨，让业内

一下记住“外高桥速度”。

本世纪前10年，我国船舶工业的规

模和配套能力快速发展，于2010年登顶

全球第一造船大国，外高桥造船年完工

量也从起初的100万吨骤增到600万吨，

由此站稳脚跟。但此后10年，受全球经

济金融危机影响，造船业陷入前所未有

的低迷，外高桥造船坚持危中寻机，苦练

内功，与我国船舶工业一道显著提升创

新能力。

2020年以来，在全球经贸形势快速

演变、造船技术持续升级、航运需求不断

扩大等影响下，我国船舶工业在研发、建

造、市场等方面一路长虹，外高桥造船也

深入实施创新驱动、深化精益管理、推进

数智转型，规模效益稳步提升。

25年来，外高桥造船创下许多“中

国第一”，包括成为国内唯一年造船总量

破800万吨的船企、国内首创总装化建

造模式，建成我国第一艘大型邮轮、第一

座自主设计建造的3000米深水半潜式

钻井平台、中国第一艘超大型集装箱船、

第一艘超大型液化石油气船、第一艘30

万吨FPSO……

达成夙愿后，要为更高目
标努力

昨天交付的这艘FPSO，让外高桥

造船达成夙愿。但着眼未来，更值得努

力的目标无疑是从“量的第一”到“质的

飞跃”。

当前，全球造船业竞争的焦点无疑

是数智化转型。作为当前全球唯一能同

时组织海工、邮轮及大型民船生产的造

船企业，外高桥造船的综合能力已达到

相当高的水平，特别是经过大邮轮项目

历练后，全面构建了从信息化向数字化

转变的数据基础，研发建立了业内领先

的数字化工厂模型和软件平台，突破了

复杂巨系统集成的能力瓶颈。未来，进

一步实现高水平的全球化协同设计、协

同管理，实现从“人找数据”到“数据找

人”的变革，推动制造体系重塑，将是外

高桥造船在新发展阶段最重要的任务

之一。

与此同时，他们也在全力推动产品

结构优化升级。记者昨天在其船坞中

看到，几艘备受瞩目的新船正加紧建

造，其中，大邮轮二号船的整体进度已

超30%，预计明年1月有望全船贯通；

8600车PCTC（汽车运输船）首制船今年

底有望出坞，明年一季度将交付；全球

首艘运力超万车的超大型PCTC，首单

已花落外高桥造船，这些产品将在未来

进一步提升我国船舶工业在高端市场

的影响力。

平心而论，随着我国船舶工业的进

步，“载重吨”这把标尺的局限性也在凸

显。以大邮轮为例，其科技含量、市场影

响力、潜在盈利能力等，都远超散货船；

但一艘散货船的载重吨指标却可能是大

邮轮的数十倍。

轻舟已过万重山。对外高桥造船来

说，他们其实早已在潜移默化中放下对

“量”的单纯追逐——20年前，他们在业

内曾有“散货船大王”之名，而如今在手

的散货船订单仅有1艘。

或许未来某一天，当“载重吨”不再

有热度，也就意味着我国船舶工业又取

得新的历史性跨越。

上海船企达成“亿吨”里程碑，但未来需忘记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