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mail:bianjibu1515@sina.com 责任编辑/张匀初 美编/卫华韵 2023.5.16

PUDONG 浦东

5

5月 14日，母亲节，是一个让人深

切感恩的日子，一场以“以医援疆 泽被

兰亭”为主题的“云栖兰亭母亲节专家

义诊活动”，给今年的母亲节赋予了更

多更深远的意义。

东久企业发展（上海）有限公司是

一家新疆在沪企业，云栖兰亭康养社区

则是其属下的一家康养机构。当天一

大早，上海瑞金医院、上海第六人民医

院、上海第九人民医院、上海公利医院、

浦东医院、浦东新区人民医院、奉贤中

心医院、光明中医医院等医院的骨科、

呼吸科、口腔科、耳鼻喉科、心理科、急

诊科、中医科等一批知名专家教授，专

程前来云栖兰亭康养社区，为入住长者

问诊检查、送医送药。不出家门就能得

到大医院专家、教授的诊治和健康指

导，大家的心里乐开了花。

在义诊活动现场，专家们不厌其

烦、一丝不苟地或是给予解释，或是给

予治疗方案；针对那些对疾病缺乏正确

认知的长者，则热情地给予心理疏导。

十年来，云栖兰亭康养社区除了

大力弘扬“去老化、孝敬、友居、文化”

的理念外，还想方设法坚持走“医养结

合”道路，在社区内设立了医疗卫生

室，对长者们平时的常见病、多发病，

做到第一时间发现和帮助处置；同时，

还与浦东医院等三级医院联手开通长

者治病绿色通道，安排“管家”帮助送

医配药，有效解决了长者们的后顾之

忧。

除此之外，根据不同季节容易产生

的各种疾病，社区经常组织当地乃至市

区医院的医生前来义诊，有效地帮助长

者们及时消除病患，始终健康快乐地生

活。“医养结合”的康养之路，在云栖兰

亭康养社区正越走越宽广。

唐同轨

在母亲节到来之际，上海市妇幼

保健中心、浦东新区妇幼保健中心等

单位在临港地区开展健康教育活动，

引导广大女性朋友守护自身健康、拥

抱美好生活。

活动邀请上海市第一妇婴保健

院、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上海市皮肤

病医院和上海中医药大学等专家，以

“感恩母爱，护‘她’健康”为主题，开设

围产期女性和职场女性两个专场，开

展女性健康知识科普。针对母乳喂养

的一对一指导，尤其受欢迎。还有几

个月就将成为新妈妈的董女士说，原

先听说母乳喂养最好坚持两年，这让

她感到十分为难。听专家说了这么多

母乳喂养的好处，让她感触颇深，表示

要坚持下去。正在备孕的市民杨女士

也表示：“这次讲座解决了我心中的疑

惑，打消了我对怀孕和哺乳的恐惧，学

习到了很多的知识。”

此外，心理专家关于如何调节情绪

应对压力，中医专家关于如何进行皮肤

健康管理延缓衰老的科普讲座，让在场

的女性朋友收获满满。现场还推广了

一套中医健身操，也让大家颇感兴趣。

白领陆女士表示：“今天参加这个活动，

让我受益匪浅。”

夏丽莉 曹跃明

云栖兰亭举办母亲节专家义诊活动 守护自身健康 拥抱美好生活

■本报记者 刘雅雯

金桥镇永业一居是一个老旧小区，

香樟树、广玉兰、无患子、桂花树等错落

点缀，小区内绿意盎然，花香四溢。然

而，居民们不喜反忧，好多树龄超过 15
年，树冠逼近四五层楼，影响通风采光。

低层住户更是抱怨不断：夏天吹不进一

丝凉风，冬天洒不进一缕阳光。

修树，在永一人大代表联系点“农耕

文化廊”，这一话题成了近日代表与居民

商讨的重要内容。怎么修？是常规修剪

还是回缩修剪？是春季萌芽前修剪还是

秋季休眠期修剪？剪枝修树，看似“细枝

末节”小事情，却是人大代表如何参与社

区治理的大课题。

“农耕文化廊”是一排花架连廊，这

里也是永一人大代表联系点的室外活动

场所。“只要居民有需求，大家都可以在

花架下的‘板凳漫话’‘竹椅访谈’中聊心

头事、揪心事，或是述说心中遥远的故

事。”镇人大代表、永一居民区党总支书

记唐蓓莉介绍，在这里，大家你一言，我

一语，就像拉家常一样，有啥意见和难处

也毫不隐讳。

“农耕文化廊”里也会走进一些熟悉

的“陌生人”，年已古稀的胡婆婆就是其

中一位。一次，胡婆婆坐在小竹椅上拉

住代表的手，说起了她的“揪心事”。原

来胡婆婆住在二楼，她楼下的王老伯家

天井内有两棵种了七八年的枇杷树和桔

子树，枝繁叶茂长势过高，把她家的窗

户、阳台遮得密不透风。可王老伯年老

体弱，根本没有力气去修剪树枝。无奈

之下，胡婆婆只能拉着人大代表叹苦

经。了解情况后，代表们立即通过金桥

镇党群中心联系专业公司——通昌园林

公司，第二天就派人实地勘察，修剪。两

小时后，胡婆婆家的窗户、阳台豁然开

朗，久违的阳光洒进了房间。

“代表深入社区履职，就是要让居民

打开话匣子。”唐蓓莉说，“居民们敞开了

讲，代表们认真地听，仔细地记。在这

里，人人都是‘金手指’，再难的事也能

‘点石成金’。”

永一小区外墙东侧，有 7棵树冠高度

超过六层楼的水杉树，遮光挡风不说，还

带来了极大的安全隐患。有一年，其中

一棵水杉遭到雷击，断枝触碰到电线，居

民家中空调、冰箱等电器被“打”坏。修

树不难，难的是多方工作需要协调。由

于树冠中穿插电线，吊车作业需要停电，

选择哪个时间段对居民生活影响最低？

修树需要镇规建办、市容绿化、城管、派

出所等相关部门协同作业，怎么协调？“7
棵水杉树”成了人大代表一个要啃的“硬

骨头”。经组织听证、多方协调、制定预

案，一个高温天的大清早，吊车、伐木工

具、技术工人、装运树枝的卡车等一应俱

全，整整一上午，终于完成了剪枝修树工

作。居委干部心中的石头妥妥地落了

地，居民们更是赞叹连连：人大代表下沉

社区履职，“身入”社区，“心至”居民，与

居民“零距离”沟通，“零隔断”助力，真的

做到了“一枝一叶总关情”。

本报讯（记者 曹之光）5月12日，“文

化浦东·艺术乡村计划”主题书画作品展在

航头镇文化服务中心举行。“文化丰桥”书

法沙龙活动基地、“文化牌楼”美术沙龙活

动基地同时揭牌。

本次书画展共展出美术作品 40幅、书

法作品 60幅。这些作品，色墨相融、墨色

互补，五体俱全、风格各异，人文气息高雅、

艺术内涵丰富，让观众充分领略到浦东乡

村的自然人文之美与时代发展之美。而随

着“文化丰桥”与“文化牌楼”书画沙龙活动

基地的揭牌，浦东新区文联、书协、美协及

航头镇文化服务中心将通过多方合作，共

同为乡村培养更多艺术人才，用文化艺术

点亮乡村、留住乡愁。

据悉，“文化浦东·艺术乡村计划”除主

题书画展外，浦东书画家还将通过举办主

题书画笔会、主题培训讲座、主题墙绘等系

列活动，助力乡村振兴，共赋“诗和远方”。

本报讯（记者 赵天予）迎接上海解

放74周年的“秀上海”红色诗歌朗诵会将

于 5月 20日在上图东馆举行。近日，红

色诗人桂兴华在塘桥社区文化活动中

心，举行朗诵会压台诗歌朗诵者的海选

活动。

“1921的先驱们，在这里打下了，开

天辟地的第一桩，才使新中国，在长夜里

一点点破晓……”在《为未来打桩》中，桂

兴华从浦东开发建设日新月异的工地现

场，遥想当年革命先辈在上海，为新中国

打下的“第一桩”，发出“这不是一个春

天，也不是两个春天，而是九百六十万个

春天”的感慨。

“《为未来打桩》这首诗歌，是入选节

目中最有气势、最适合集体表演的作品，

因此我希望让更多朗诵爱好者参与进

来，上台表演，用这宝贵的机会‘秀’上

海，‘秀’塘桥春风一步过江朗诵团的形

象与成果。”桂兴华说。

当天朗诵会将上演《毛泽东还在甲

秀里》《殷夫，你只有22岁啊》《1949：陈毅

市长》《暴雨后的下只角》《山沟里的上海

老师》《上海中心大厦远眺》《路囗检测

亭》《为未来打桩》等8首诗歌作品。这些

都是桂兴华红色诗歌代表作中以小见

大、以情动人的佳作。

■本报记者 杨珍莹

5月 14日下午，上海科普大讲坛联合

上图讲座进行一场思想碰撞。首都师范

大学陈嘉映教授与上海科技馆馆长倪闽

景从不同视角出发，分享对科学成就和限

度的看法，带领公众思考科学的意义。

在陈嘉映关于“科学的成就和限度”

主题演讲中，“红色”一词贯穿整场。“红色

到底是什么？”陈嘉映说，伽利略、牛顿时

代等科学家的努力，带来了思想的解放，

但每一个人、每一个物种的感受度都是不

同的，“你能知道狗或者猫眼中的世界是

怎么样的吗？每一个人的精神世界，都有

别人无法感受的世界。”这也意味着，“红

色是什么”这一问题最终没有准确答案。

陈嘉映认为，要学会反思，对科学的

反思。在肯定科学成就的同时，认知科学

成就是有限度的。对于成就的认定不应

该只限于科学，应该有不同的层面。不同

人、不同层面对成就的理解不同，不应该

被限定。

对话中，倪闽景畅聊了对科学限度的

看法。“科学的限度和我们的思维有关，科

学的限度就是思维的边界，科学突破，思

维就会突破。”

本报讯（记者 沈馨艺）5月 12日，老

港镇举办 2023年全国防灾减灾日系列主

题宣传活动。

老港镇与新区气象局启动“科技助力

乡村振兴 千乡万村气象科普走进老港”活

动，把气象科普有机融入气象为农服务，以

科普促进农业气象科技成果的转化应用，

助力乡村振兴，提升农业农村的气象防灾

减灾救灾能力和气象灾害防御水平，筑牢

气象防灾减灾第一道防线。

后续，双方将开展丰富多彩、各具特色

的气象科普活动，把最新的气象科学技术知

识送到社区、学校与居村，助力气象防灾减

灾救灾、乡村产业发展以及美丽乡村建设。

作为新区为民办实事项目，农村自建

房雷电防护项目取得阶段性成果。截至

目前，中港村已有 10 户农村自建房增设

防雷措施并通过了防雷安全检测。接下

来，该项目还将为 20 户提供农村自建房

改建服务，并积极开展雷电防护减灾科普

宣传，增强百姓雷电风险意识和避险自救

互救能力。

■本报记者 李继成

近日，一位乘客手捧锦旗来到龙阳路

地铁站，“我女儿已经出院了！”乘客紧握着

16号线多职能队长吴静的手，对车站在黄

金救援时间内救助自己的女儿表达感谢。

原来，4月 22日 21点 57分，一辆 18号

线列车减速进站。站台上突然传来“扑通”

一声，站务员徐文琴察觉到了异常声音，立

即前往查看，只见一位乘客倒地不起，脸色

惨白。徐文琴立即向吴静报告。

1分钟后，吴静和多职能巡视员周宇

赶到现场，发现乘客已经昏迷且无意识。

情况紧急，吴静就地采取胸外按压、人工呼

吸，但未见效。

吴静让周宇继续进行胸外按压，自己

则起身跑向客服中心拿取AED设备，同时

令车站广播寻找有资质的医护人员前来帮

忙，并通知民警至现场维护秩序。

“救命要紧，千万稳住自己的情绪！”周宇

有条不紊地操作AED。放电成功后，他进行

胸外按压、人工呼吸，但乘客无任何反应。“1、
2、3、4、5、6……”周宇跪在乘客身边，持续进行

胸外按压，按累了就换吴静继续救助。

很快，有志愿者抵达现场，再次对乘客

使用AED除颤，但是乘客仍无任何反应。

时间一分一秒流逝。第二名志愿者听闻广

播后也来到现场，对乘客第三次使用AED
除颤。AED放电成功，志愿者随后按提示

进行胸外按压、人工呼吸，“1、2、3、4、5、
6……”志愿者心里默默数数。

22点 11分，第三名志愿者赶到现场，

帮忙接力做胸外按压和人工呼吸。此时乘

客的口腔开始出血，志愿者将乘客的头偏

向一侧，吴静拿出纸巾为其轻轻擦拭。

现场，多位地铁工作人员和志愿者一

起，密切关注乘客情况，轮番提供救助，直

到救护车到来。正是因为车站工作人员临

危不乱，正确娴熟地操作AED实施有效救

助，才为成功挽救乘客的生命赢得了时间。

本报讯（记者 李继成）5 月 12 日，

浦东公交人自编自导自演的话剧《公交

一家人 4》在浦东图书馆公演，以公交身

边的人和事为切入口，讲述了如何克服

对现实与未来的焦虑。

故事讲述了几个性格迥异的公交人

最近遇到的焦虑问题，或为寻求人生意

义而焦虑，或为下一代教育焦虑，甚至还

有一位因没有焦虑而焦虑。然而通过发

生在身边的一件件小事，他们逐渐与自

己的焦虑达成了和解，让它成为了生命

中丰富、深刻的一部分。点滴细节引起

了台下观众的共鸣。

金高公交员工王华表示，话剧中的

很多场景似曾相识，“看了以后感到很贴

切我们的日常工作，这里讲的很多是经

常发生的事情，给了我们应对各种焦虑

情绪的启发。”

据了解，话剧《公交一家人》系列开

始于 2017年，话剧的编、导、演全部由金

高公交的员工担任。金高公交工会主

席、话剧《公交一家人 4》的编剧施政介

绍，生活中有很多压力需要应对，《公交

一家人4》的主题是想讨论一些社会热点

话题，结果发现大家对焦虑这个词比较

关注，也希望通过这台话剧，告诉大家如

何对抗焦虑或如何与焦虑达成和解。

与其它一些交通工具相比，公交更

适合慢节奏的生活。剧中特别模拟了将

引进的AI系统对公交车调度和管理的场

景。尽管AI系统让公交运营更加高效和

准时，但面对行动缓慢的老人、突发疾病

的乘客，如何体现公交为民服务的初心，

剧中也给出了公交人的答案。

据悉，《公交一家人 4》还将走向基

层，面向社会公众，讲述公交人的故事。

老旧小区花树繁多，居民不喜反忧？

人大代表下沉社区操心“一枝一叶”

“文化浦东”主题书画作品展举行

“秀上海”朗诵会海选

桂兴华红色诗歌将响彻上图东馆

自编自导话剧《公交一家人4》公演

哲学家分享“科学的成就和限度”

老港举办防灾减灾系列活动

把最新气象科普知识送到社区

使用AED除颤上演“生死营救”

“文化浦东”主题书画作品展在航头镇文化服务中心举行。 □浦东美协 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