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日，在“最美书店”钟书阁

徐汇店的一楼签售会现场， 人潮

拥挤，作家马伯庸携作品《长安的

荔枝》亮相钟书阁，举行新书分享

签售会。 记者在现场看到， 签售

会现场座无虚席； 许多读者没有

座位，站在后排；书店的收银台前

排起的长龙， 大部分人手中都捧

着这本《长安的荔枝》；许多人甚

至一次性购买了马伯庸的全套作

品，打算现场签售。

下午三点，活动开始，作家马

伯庸现身活动现场， 顿时引起现

场观众的欢呼。 这位 80 后著名

作家，是人民文学奖、朱自清散文

奖、茅盾新人奖得主。

“一骑红尘妃子笑， 无人知是荔枝

来”是大家熟悉的诗句。 但在当时的条件

下，如何让荔枝从岭南运送到长安，这背

后的故事却鲜为人知。《长安的荔枝》利

用真实历史的大背景， 讲述了唐朝的一

个小官吏李善德， 如何在官场和职场中

挣扎求生，完成这个“不可能的任务”的

故事。 马伯庸参考了很多古今历史学家

的研究， 用充满想象力的细节描摹真实

的情况，还原用唐代的技术条件实现“千

里送荔枝”这个古代物流的奇迹。 小说人

物的遭遇和惊险的情节， 也折射出当时

社会复杂的政治环境。

《长安的荔枝》书脊上印有“见微”二

字，“见微”，即“见微知著”的意思。“见

微” 是马伯庸打算创作的历史短小说系

列，《长安的荔枝》 为该系列的第

一本，目前第二本也即将问世。他

在演讲中表示，他更关注“历史中

小人物的命运” ，喜欢这种“大时

代 小切口”的故事。湮没在历史长

河中的小人物留下来的遗迹往往

让他为之动容，古墓中的一个小工

匠留下的一块“铭文砖” 让他感知

当时的社会矛盾和人民的情绪，他

说，往往是这些具体的“小事情”，

身边的“小人物”，才能看出一个时

代“具体的质感”。

当天签售会的火爆场面，也

让主办方钟书阁徐汇店异常惊

喜。《长安的荔枝》在签售会开始

时便已售罄， 也带动了马伯庸其

它作品的销售。

近年来， 钟书阁徐汇店作为一家深

受读者喜爱的“最美书店”“网红书店”，

不仅为读者提供赏心悦目的阅读和购书

环境，也通过举办多场名家、名人的读书

会、签售会，为读者提供更丰富多元的文

化活动， 吸引更多人走进实体书店，让

“阅读”成为一种生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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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健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近日入

选上海市老年友善医疗机构优秀服务品

牌机构名单。 康健街道辖区面积 4.07 平

方公里，环境优美、宜居宜养。 常住人口

近十万，其中，老年人口基数大、老龄化

程度高、独居和高龄老人相对较多，在上

海市老龄化进程中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康健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主要就

诊人群是老年患者。 中心建筑面积近一

万平方米， 开放了 123 张以康复护理为

主的老年护理床位，17 张安宁疗护床位。

2003年，中心在区民政和卫生行政部门支

持下开办内设养老院， 设置了 69 张养老

床位。 经过多年努力，中心逐步在医养结

合和安宁疗护工作方面形成品牌和特色。

让老年患者有床可住、有药可用、有

人可管、有心可依

近日，家住康健社区 85 岁的武老伯

因肺炎需要住院治疗。 鉴于老伯年事已

高，病情紧急，康健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

心开通紧急入院绿色通道， 及时收治到

病区住院治疗，并启动医务科、护理部、

病区、 药剂科多部门协同配合的应急预

案，确保老年患者有床可住、有药可用、

有人可管、有心可依。

针对武老伯咳嗽咳痰喘息和血氧饱

和度低的情况， 中心通过医联体邀请中

山医院专家查房，在抗生素、糖皮质激素

和抗病毒小分子药物的使用、 疾病进展

和出院指征判断等方面进行了专业分析

与指导，优化治疗方案。 中心同步进行了

舒适照护需求度评估，优先在病区环境、

卧位通气、 导管护理方面给予个性化的

照护，有助于病情控制，提升住院体验和

身心愉悦。

通过专业的治疗和精心的护理，各项

指标渐趋平稳。 经过一个月的康复治疗，

武老伯的感染指标和身体机能都恢复到

日常水平，达到出院指标。

贯彻老年友善服务理念

老年友善服务在中心内随处可见。

完整的无障碍设施建设：台阶、坡道、转弯

处都有安全警示标识，通道、楼梯、电梯都

强化了扶手的设置，保护老年人的安全，

甚至电梯内还专门设置了一个方便座椅。

特别是在病房里，为帮助长期卧床老年患

者建立时间观念，促进患者的康复，设置

了时钟、日历、写字白板三件套。

门诊区域提供老花镜、放大镜、轮椅、

平床等方便老人就医，在自助挂号环节还

安排专人驻守，帮助老人跨越数字鸿沟。

发展线上挂号服务的同时，还保留一定比

例的现场号源。 此外，中心对老年人就诊

也提供了按年龄的分级优先，按需求提供

用药咨询、代煎药、代送药服务。

改善老年患者就医体验

中心探索技术 + 人文、 互联网 + 医

养结合模式，改善老年患者就医体验。 搭

建远程探视“零距离”平台，推出“云沟通”

和“云探视”举措，家属可以通过康健微信

公众号预约，让住院老人和家属在互联网

上“面对面”交流。

作为率先启动 5G 建设的社区卫生

服务中心，实现“互联网 + 医养结合”新

模式， 探索 5G 远程查房、5G 远程超声、

5G 远程康复，结合健康老龄化战略，重点

关注老年失智失能群体的个性化服务和

精准为老健康评估，实现社区为老健康服

务“高品质”。

“医养护居送”五老联动服务模式

中心重点打造“医养护居送”五老联动

服务模式，构建“60-80-100-安宁疗护”为

老服务体系。 通过“门诊—居家—住院—

养老院” 联动式医疗护理健康管理服务，

为不同年龄段老人提供综合性、 连续性、

多层次、个性化的全程健康管理模式。 自

2012 年与首批试点单位同步启动，10 年

间为 700 余位患者实施常规安宁疗护服

务，让社区老年人安度晚年。

�记者 吴会雄

探索“互联网 +医养结合”新模式

康乐社区宜居宜养

“最美书店”新书签售会座无虚席

马伯庸携《长安的荔枝》亮相钟书阁徐汇店

有这么一位小姑娘，她诚实守信，大

方真诚，助人为乐，她就是施欣妤。

生活中， 施欣妤牢记守信是取信于

人的第一要素。 在与同学交往、与老师相

处中给人温暖，是诚信热心的“好姐姐”，

是诚实公正的“监督员”，是认真负责的

“好班长”。

在学校， 施欣妤主动向小区的保洁

人员问好，早晨进校，一声：“叔叔早，谢

谢您！ ”温暖着保安叔叔的心。 每天午餐

前， 她还会对着搬运饭箱的食堂工作人

员道一声：“您辛苦了！ 谢谢您！ ”班级里

有个手脚不便的小炜同学， 她每天帮助

小伙伴记录作业，领取午餐。

2018年暑假，施欣妤随妈妈来到四川

都江堰市青城小学，亲眼目睹了部分贫困学

生的生活状况，有个李同学无父无母，缺少

关爱。 于是 2018年至今，她每月都会节约

下一些零花钱，并准时提醒妈妈给李同学的

姑姑汇去。每学期期末当得知李同学的进步

时，她比自己考试得到了满分还要高兴。

从幼儿园中班开始， 她就在父母的

引导下参加各种公益活动。 每年将自己

的压岁钱全部捐助给青海玉树地区，在

当地一所村级学校设立了“欣妤奖学金”

活动，这样的善举已坚持了十年之久。

（来源：区委宣传部 文明办）

诚实守信 从小公益做起

“阿婆，我们来给您送饭了，热乎

的，您赶紧吃。”中午时分，长桥五村居

委干部们准时给王阿姨、 顾师傅一家

送上了热气腾腾的饭菜， 并告知老人

有需求困难及时给社区打电话。

原来今年 2 月 13 日，居委接到小

区长桥五村 71 号某室居民的来电，经

电话沟通得知其家中是纯老家庭。 目

前家中两位老人一位老人患有帕金森

症，另一位老人腰椎骨折，行动均不

方便，生活自理能力较差，无法买菜

做饭，打电话急于向长桥街道长桥五

村居委求助，申请订购街道老人送餐

服务。

居民区书记史轶华、 居委老龄干

部得知此情况后第一时间上门了解情

况，立马为两位老人申请送餐服务。但

办理过程中由于老人未达到规定的申

请此项服务年龄， 但考虑其家庭特殊

性， 居委老龄干部为此家庭写了份相

关的情况说明， 随后经街道相关部门

审批和为老送餐服务公司同意后，成

功为他们办理了送餐服务。 以后二老

的吃饭问题就不愁啦。

但困难也随之而来，虽然送餐手

续办理成功了， 但要下个月才能启

动，这两周时间两位老人吃饭问题怎

么解决？随后居委老龄干部主动跨前

一步， 了解到在长桥街道派出所对

面有新开的龙川社区食堂， 老龄干

部义不容辞地主动承揽了两周的送

餐工作， 用电动自行车从社区食堂

取饭菜再送到老人家中， 看着热气

腾腾的饭菜，老人的心里暖暖的，为

居委点赞，表示生活在长桥社区，真

幸福。

患病老人吃饭犯愁

居委干部上门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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