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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 合

以前， 社区口腔科只有补

牙、洗牙等常规项目，居民牙齿

有问题都要跑大医院。 如今，随

着社区标准化口腔诊室建设的

推进，一些原先只在市区级医院

口腔科开展的项目在社区也有

了，选择在社区看牙的患者越来

越多。

在华泾镇社区卫生服务中

心口腔诊室外， 一早前来就诊

的患者络绎不绝。 徐阿姨因牙

痛来就诊。 医生接诊后为她做

了一个 CT 全口检查，发现其需

要做根管治疗， 还需要拔出烂

牙根并做假牙。 原本以为要去

专科医院治疗， 没想到医生告

知社区口腔诊室就能完成所有

治疗， 徐阿姨当即接受了治疗

方案。“这个社区医院建成以

后，设备各方面都很好，接下来

我都准备在这里看牙齿。 ”徐阿

姨说道。

张阿姨牙疼很久了， 但觉

得患牙情况很复杂， 不是一般

的牙医能够治愈的， 所以一直

没去看。 后经邻居介绍，得知现

在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口腔科软

硬件都有很大提升， 徐汇区牙

防所的医生也会定期坐诊，很

多牙病都能看， 就抱着试试的

心态来到康健街道社区卫生服

务中心口腔科， 治疗几次后效

果特别好。 最后一次就诊，医生

为张阿姨进行热牙胶充填，很

快牙齿就可以恢复正常使用

了。 张阿姨赞不绝口：“我这个

牙齿情况很复杂， 治疗比较困

难，今天在社区医院治好了，医

生的水平非常高！ ”

据了解，目前，徐汇区内已

建成天平、康健、徐家汇、华泾、

虹梅 5 家市级社区标准化口腔

诊室，9 家区级社区标准化口腔

诊室，2025 年实现社区标准化

口腔诊室区级达标全覆盖。依托

区牙防所的专业优势支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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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

区所有社区口腔诊室均有区牙

防所高年资口腔医生下沉坐诊。

徐汇区牙病防治所所长钱

文昊介绍道：“每个社区我们都

派了 1-2 名口腔医生，全年已经

派出了 14 名口腔医生。 同时我

们和社区口腔医生进行双向互

动，社区医生也可以到我们这边

来进修，截至目前，已经有 15 名

社区口腔医生到我们单位来进

修，他们的诊疗技术水平也有了

明显的提升。 ”

据悉，徐汇区内社区标准化

口腔诊室均配置 3 张口腔综合

治疗台，新引进口腔全景 CT、口

腔种植机等设备，新开展根尖手

术治疗、热牙胶充填、口腔正畸

等项目。 2024 年 1-10 月，全区

社区口腔诊室就诊人次较 2023

年同期增长了 52%，社区居民在

家门口就能享受到多样化、高品

质的口腔诊疗保健服务。徐汇区

卫生健康委将继续分批推进社

区标准化口腔诊室建设，依托区

牙防所和社区口腔诊室联合管

理模式， 实现口腔同质化管理，

推动社区口腔诊疗和牙病防治

高质量发展，提升社区居民的健

康获得感和满意度。

记者 吴会雄 陆海捷

做家门口的口腔健康“卫士”

我区推进社区标准化口腔诊室建设

每一条道路的变迁都

是城市发展的脉动。 徐汇

区秉持着“以人为本，服务

民生”的理念，通过新建、

改造、 扩宽道路等系列举

措， 提升区域交通网络的

整体水平。 从繁忙的主干

道到静谧的街区小路，随

着一项项工程的陆续完

工， 一个更加宜居宜业的

徐汇展现在市民面前。

近日， 徐汇区云绣路

（龙兰路—瑞江路） 段道路

新建工程取得了重大进

展———道路主体基本完工。

项目的顺利推进，标志着徐

汇区滨江地区路网建设进

一步完善，将为提升区域交

通服务水平、便利沿线居民

出行创造有利条件。

该项目南起龙兰路，

北至瑞江路，全长 438 米。

作为城市支路， 道路红线

宽度为 20 米，设计速度为

30 公里 / 小时。 采用双向

“2 快 2 慢”的建设规模，确

保了机动车辆与非机动车

通行顺畅。 同时，道路外侧

设置人行道， 为行人提供

了安全的出行空间。

区建管委相关负责人

表示， 新建道路项目不仅

提高了滨江地区的路网密

度， 更将以其便捷的交通

环境吸引人流、物流、信息

流在此汇聚， 推动徐汇区

实现更高质量的发展。

为了确保云绣路能够

尽快投入使用， 区道路绿

化建设指挥部正紧密协同

区建管委和建设单位，全

力推进项目的收尾施工。

同时， 各项验收手续也在

同步办理中， 以确保路口

的顺畅连接， 加速整个道

路建设的进程， 为公众提

供更安全、 更便捷的交通

环境。 （来源： 区建管委）

新建工程取得重大进展

徐汇滨江路网建设再升级

“当唱到‘在天愿作比

翼鸟， 在地愿为连理枝’

的时候，会从演员身后飞

起一只巨大无比的比翼

鸟，鸟在空中盘旋，刮起

的风甚至会吹过角色的

脸……”11 月 10 日，电影

《大唐贵妃》在上海车墩影

视基地正式开机， 这是第

一部 AI 元素与京剧结合

的电影，AI 特效将会在电

影中如何展现？

电影《大唐贵妃》改编

自舞台版京剧 《大唐贵

妃》。 舞台版由京剧表演艺

术家梅葆玖与上海京剧院

等合作创作，编剧翁思再、

作曲杨乃林等根据梅兰芳

的《太真外传》《贵妃醉酒》

等改编创作而成。 该剧从

2001 年首演以来就轰动一

时，后经数度打磨，为梅派

艺术的集大成之作。

京剧电影《大唐贵妃》

由上海电影（集团）有限公

司、上海京剧院联合出品，

上海视觉艺术学院联合摄

制。 由导演梁山执导，梅派

青衣史依弘、 杨派老生李

军领衔主演。

相比舞台版，电影《大

唐贵妃》剧情更加紧凑、连

贯， 同时突出了电影艺术

的表现力， 并且充分运用

AI 特效技术， 让观众在欣

赏京剧艺术的同时， 也能

享受到电影和现代科技带

来视觉和听觉盛宴。

“在严格保持原汁原味

唱腔的基础上， 运用 AI技

术来表现上天入地的场景，

再融入水墨画风格，运用光

影技术来打造这部史诗作

品。 ”导演梁山告诉记者。

在主演史依弘看来，

“《大唐贵妃》 已经不再是

传统意义上的京剧， 如今

搬上大银幕， 是对京剧艺

术的传承与创新。 ”

据了解，电影《大唐贵

妃》 的整个拍摄计划于

2024 年 12 月 1 日杀青。

AI 特效如何在京剧中展现？

京剧电影《大唐贵妃》开机

在武康大楼南向 500 米，有一

处宝藏空间刚刚上新，那就是位于

天平街道新里 137 党群服务中心

二楼的儿童友好城市阅读新空间

“梧童喜阅”和新里大书房。

一楼社区食堂、“全岗通”服务

台， 二楼新里大书房精心挑选书

目， 满足不同年龄段读者的需求。

“梧童喜阅”设有低幼阅读区，网罗

世界各地经典绘本、名家译作。 各

类憨态可掬、创意益智的儿童设施

让孩子们走出家门，收获喜悦。

一场针对亲子家庭参与的

“诗词唱谈会”日前在新里 137 举

行。 从《诗经》的《秦风·蒹葭》到

崔颢的《黄鹤楼》，从辛弃疾的“七

八个星天外， 两三点雨山前”，到

王维的“空山新雨后， 天气晚来

秋”，再听一曲李叔同作词的童谣

《秋柳》……聆听吟唱间，借诗人

的一双慧眼， 孩子们看到了别样

的秋景秋色。家长们表示，这样的

活动增进了亲子间的情感交流，

也能让传统文化在孩子们心中生根发芽。

不止有唱，西岸美术馆“有趣的肖像”工作

坊也被邀请到天平街道， 带社区孩子们走进毕

加索的立体主义世界， 重新认识生活里习以为

常的物品。

尽管开放才刚刚一个月，新里 137 已经邀

请到不少名家做客社区。 在作家赵丽宏的散文

名篇品读会上， 国家一级演员蔡金萍深情诵

读，作家分享创作《风敲打着窗》《给母亲打电

话》等经典篇目的心路历程，谈及写作背后的

生活点滴。

“这样充满诗意与真情的内容，我们还将邀

请更多辖区内中小学生和孩子们来参与、共

享。 ”天平街道相关负责人介绍说，新里 137 儿

童友好城市阅读新空间落成后，已有不少辖区内

学校老师来参观、商量合作，与社区共创优质内

容。 9 月底开放以来，这里已经举办了针对不同

年龄层亲子家庭的活动，“家校社联动，促进社区

优质资源的有效融合，我们希望把这里打造成孩

子们的‘美育第一站’”。 （来源： 天平街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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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王永娟 陆海捷

我为群众办实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