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四批“家门口的好去处”名单揭晓

徐汇区六处入选

据市文化旅游局消息，2023 年，市

文化旅游局聚焦城市新空间格局，结合

“道路 +”“公园 +”和“生活圈 +”，开展

“家门口的好去处”评选工作，最终评定

了第四批 50 个上海市民“家门口的好

去处”， 并于 8 月 29 日正式公布名单。

徐汇区 6 个地方入选。

“家门口的好去处”围绕实现“十五

分钟生活圈”工作目标，给市民带来“深

度游、微旅行、慢生活”的体验，是“五个

人人”的真实写照，即打造人人都有人生

出彩机会、人人都能有序参与治理、人人

都能享有品质生活、 人人都能切实感受

温度、人人都能拥有归属认同的城市。

评选“家门口的好去处”，始终站在

“让市民感受更好”的那一边，为市民游

客提供亲民便民、宜乐宜游、充满城市

活力的新型文化旅游公共空间。目前已

经评选出了 205 个上海市民 “家门口

的好去处”， 生动地反映了上海的城市

发展脉络和现代城市的美好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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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月 18 日 12 时 30 分，伴随着运行电

流参数达到 2160.12 安培，世界首条 35 千

伏公里级超导输电示范工程首次实现满负

荷运行， 此举也进一步刷新了我国商用超

导输电工程最大实际运行容量的记录。

记者从国家电网上海市电力公司获

悉，世界首条 35 千伏公里级超导输电示范

工程位于徐汇区，总长度 1.2 公里，连接两

座变电站，是目前世界上输送容量最大、距

离最长、 接头数量最多的全商业化运行的

超导输电工程， 也是唯一采用全排管敷设

的公里级超导输电工程。 此举不仅开创了

公里级超导电缆在全球城市核心区域的应

用先例， 更是实现了我国在超导电缆的核

心材料、 技术和装备上拥有完全自主知识

产权。

自 2021 年 12 月正式投入运行以来，

已连续安全稳定运行超过 600天， 累计为

上海徐家汇商圈、 上海体育馆等核心区域

4.9万户用户供电近 3亿度。

据了解， 国网上海电力于去年 7 月对

超导输电工程开展连续 9 小时 1000 安培

以上的大负荷试验， 首次验证了超导电缆

带大负荷运行的能力。运行过程中，为充分

发挥超导电缆系统的能力、 检验超导电缆

大负荷期间的运行状态、 评估超导电缆系

统的能耗水平， 国网上海电力在迎峰度夏

的负荷高峰期间开展了超导电缆带大负荷

试验及相关测试。在此期间，为了确保示范

工程可靠运行， 国网上海电力就针对液氮

冷循环系统、 终端容器等特有设备同步开

展了差异化研究， 不断完善配套运维保障

体系， 构建了一套线上线下双监测的立体

巡视系统。 运维人员可通过系统实时获取

安装在电缆沿线、终端、变电站内的智能传

感器数据，并开展运行数据分析，判断电缆

运行状况。

自 8 月 17 日凌晨 3时起，在各项条件

具备且确保用户可靠供电的情况下， 上海

市电力公司通过电网运行方式调整， 实现

1090 安培用电负荷向超导输电工程的集

中，进一步验证超导输电工程在 2200 安培

的设计载流量和极限承载能力。 截至 8 月

18 日 17 时， 超导输电工程已保持负荷高

位运行 10 小时， 最高电流 2160.12 安培，

其间电压、频率、冷却系统功率等重要参数

均保持在正常范围内，各系统运转良好，工

程整体可靠性得到全面的验证。

在满负荷运行的情况下，1 根超导电

缆等同于相同电压等级 4 至 6 根普通电缆

的运行总量，可节约地下空间 70%，提升

能源供应效率 400%，既可以大幅度减少高

电压等级变电站建设所需空间， 也能为挖

掘超大城市核心区域能源供给潜力提供一

种具有商业价值的可行方案。

之后， 国网上海电力还将面向实际需

求发掘更多超导应用场景， 在中心城区开

展超导输电技术推广应用， 发掘更多典型

应用场景。

世界首条！

35千伏公里级超导输电示范

工程首次满负荷运行

“日晖跃动”斜土社区市民健身中心 中环（徐汇）绿廊 长桥街道社区党群服务中心

龙华广场（塔影空间）

“丽波·水漾”口袋公园

枫林街道西木党群服务中心·邻里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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牙医少，功能单一？

徐汇区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口腔科将有大动作

牙医少，设备落后，功能单一……

似乎是人们对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口腔

科的固有印象，许多人甚至不知道社区

医院里还有口腔科。 然而，这种状况即

将发生重大改变。

为进一步提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口腔健康服务能力，上海市卫生健康委

员会日前印发了《上海市社区卫生服务

中心标准化口腔诊室建设指导标准》，

为社区口腔诊所怎么建设、服务项目有

哪些，以及设备、人员等提出了具体要

求， 包括口腔诊室总建筑面积不低于

100 平方米；原则上配备不少于 1 名口

腔医师，提供龋齿充填、根管治疗、窝沟

封闭等诊疗项目；鼓励有条件的社区拓

展口腔种植修复、正畸服务项目等。

8 月 24 日， 徐汇区社区卫生服务

中心口腔诊室标准化建设和能力提升

三年行动计划项目在徐汇区牙病防治

所启动，探索建立区牙防所—社区卫生

服务中心口腔诊室联合管理机制。

目前，徐汇区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都设有口腔科，但服务能级还有很大的

提升空间。 未来，各中心将开展口腔诊

室标准化建设，打造高质量诊室；落实

分级诊疗制度，加强上下联动；强化医

防融合，营造科普宣传氛围；加强人才

招录培养，实行口腔同质化管理。

以天平（湖南）街道社区卫生服务

中心为例，经过三年两轮改建，基本已

经达到了此次社区医院口腔诊室建设

标准，但居民的就诊需求依然巨大而迫

切。“我们将对口腔科做进一步改善。加

强科室人员的招募，虽然目前有两名副

主任医师， 但其中一名是退休返聘人

员，目前配置有三张牙椅，但有一张是

空置状态，因此希望招募医师进一步减

少居民就诊的排队时间； 扩展服务范

围， 今后种植牙可能也要进入大量采

购，方便居民今后在社区进行种植牙的

操作；通过标准化诊室建设来扩大中心

口腔科的软硬件的建设，因为部分设备

已经超过 10 年， 通过更换来适应居民

需求，更好地服务居民。”中心副主任陈

实如是说。

实际上，徐汇区在口腔专业方面有

得天独厚的优势，徐汇牙防所在专业技

术和医院管理方面在上海是一流的，并

且拥有约 250 名优秀的专业医师。此次

通过三年行动计划，将徐汇牙防所的技

术和管理下沉到社区，社区医院口腔诊

室与牙防所同质化管理。

在诊室硬件标准化的基础上，重点

在人才培养， 一方面牙防所的专科医生

下沉到社区，既是在社区为居民看病，也

能手把手带教社区医生；另一方面，社区

的口腔科医生可以到牙防所定期轮转

学习，对新招录的社区口腔科医生与牙

防所实行联合培养，可以多点执业。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口腔科的硬件

提升是相对容易的，但对于社区口腔医

生医疗技术水平的提升需要花大功夫。

就目前社区医院口腔诊疗模式来说，是

有技术限制的，只能做一些基本的诊疗，

包括拔牙、补牙，对于一些比较复杂的治

疗，如正畸、种植，他们鲜有涉猎，所以这

方面我们要重新进行培训和继续教育。

希望在医生下沉的同时，社区医生也能

够到我们单位来进修，各个科室轮转一

下，了解掌握各种技术，能够独立操作，

只有这样才能够真正意义上为周边居

民带来同质化的口腔诊疗服务。 ”徐汇

区牙病防治所所长钱文昊表示。

此次项目启动，徐汇区将以社区人

群的口腔健康状况改善与提高为目标，

以社区口腔诊疗和保健服务能力提升

为重点，稳步提高基层口腔医疗服务水

平，使辖区基层口腔诊疗技术水平和牙

病防治工作可持续高质量发展，着力满

足居民多层次的口腔诊疗和保健服务

需求。

文明旅游

成就宣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