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数字里的获得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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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控油瓶、平衡膳食冰箱贴、健身哑铃手
柄、握力圈……身为上海人的你，家里一定可
以找到这些物品的身影。!""#年起，上海家
庭每年都会收到“健康支持性工具（读本）”，
俗称“健康大礼包”。数据显示，#$%&'的上海
市民认为礼包成为其和家人获得健康知识、
信息和技能的重要途径；市民健康素养水平
也从 !""# 年的 $%(&'上升至 !")$ 年的
!!%"&'，提升 !倍多。
“都知道烧菜用油用盐要把握量，站在灶

台前，有几个‘大厨’掂得准？”家住长宁区泉
口路的潘阿姨特别有体会，她开始用控盐勺、
控油瓶时，家人嫌她“矫情”，她耐心地向家人
介绍读本里的知识：吃太咸会导致高血压、动
脉粥样硬化……几年来，家人的饮食习惯逐
渐转变。她坚持记录用油用盐量，并折算成每
人的量，每年写一本，现在有 #本了。

$$岁的绿一小区居民董先生曾是高血
压患者，如今血压从 )$"*)""降到 )+"*("，怎
么做到的？他说，对于每天 $克盐、!,克油的
限量，他在家严格控制：一包 +""克的盐，家

里两个人要吃约 +"天；,""克的油分次装入
油瓶，每天食用 !,克。家里烧菜还严格遵循
冰箱上贴着的平衡膳食表：“红灯食物少吃、
黄灯食物限量吃、绿灯食物每天吃。”
如今，“健康大礼包”一发就是十年，其覆

盖广、成本低、效果显著，在全国开了先例。
这一健康传播经验还引来中国香港等地区
学习、借鉴。专项评估显示，居民使用率较高
的是控盐勺（!!"!#）、控油瓶（$%"%#）、穴位按
摩器（$&"'#）、鱼形保健梳（(%"!#）等物品。据
统计，上海家庭每人日均食用盐消耗量从
!")" 年的 &%& 克降至 !")- 年的 $%(& 克；家
庭食盐摄入量超标比例从 ,)%$'降至
,"%)'；家庭食用油消耗量超标比例从 $)%('

降至 ,(%#'。
近年来，上海逐步建立起政府主导、多部

门合作、专业机构支持、全社会参与的健康素
养促进机制与体制，做到“将健康融入万策”，
全力打造“健康之城”。原世界卫生组织总干
事陈冯富珍曾点赞“健康大礼包”：“把抽象的
健康知识化为通俗易懂的实物，市民在指导
下逐步改变生活习惯，客观的统计数据和个
人感受叠加在一起，健康教育就变得实实在
在，具有真正的说服力。”

本报记者 左妍

! ! ! !控盐勺! 控油瓶""!"年来陆续进入上海家庭
的这些小物件让健康教育变得潜移默化#$$

健康大礼包改变“阿拉”生活习惯

! ! ! !近日，上海图书馆 !")&开
放数据应用开发竞赛经过评
审，最终产生一、二等奖及最佳
人气奖等奖项。值得注意的是，
在参赛者中，既有创业型开发
公司，也有在校大学生，一些参
赛作品让专家啧啧称奇，感叹
这种开放数据供大众创新的方
式，使图书馆的公共资源得到
进一步利用。
“今年是第二年举行开放

数据应用开发竞赛，去年以家
谱文献数据为主题的‘!")$开
放数据应用开发竞赛’受到社
会广泛关注，并荣获第 )+届
./01234504567 国际图书馆营
销奖二等奖。”上海图书馆馆
长、上海科学技术情报研究所
所长陈超说，“今年从参赛队伍
的数量及提交的作品来看，较

去年有大幅提升，也显示出大家对于开放数据
应用的关注度越来越高。”

据介绍，此次公开的数据内容为上海图书
馆藏 !+万余种手稿及档案的元数据。包括私
人信函电报 )!万余通，珍贵的创作手稿 )%&万
余种，谕旨奏折公牍条约 )%+万余种，合同章程
+"""余种，照片及音像资料 )%#万余种等，涉
及名人近 ,万人、地点 !"""余个。获得一等奖
的“名人印象”作品，通过可视化动图形式呈现
馆藏数据的位置信息，让读者可以通过时间轴
来检索年代和名人，多角度查阅名人信息，对
于线下的名人故居可以关联查阅到馆藏的名
人信息等。
在今年的比赛中，来自高校的队伍成为一

大亮点。华东师范大学、立信会计学院等学校的
在校大学生发挥专业特长，开发出一系列作品，
特别是武汉大学的“星星猎手”作品获得了最佳
人气奖。

就在上周五，!")&年全国“大众创业万众创
新”活动周在上海主会场启动。过去一段时间中，
大家总是把“双创”与草根创业联系在一起，但
现在不少企事业单位依托技术、人才、资金、资
源的优势，主导推动站位更高、聚焦更精准的
“双创”。上海图书馆开放馆藏特色数据，将使创
新创业者寻找到更精准的方向，同时也使这些
数据得到进一步利用，这样的模式将带来更大
的机遇。 本报记者 方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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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本报讯 （特约通讯员 龙钢 记者 袁
玮）虹口区实施国际人才港计划，+个工作
日就能把外国人来华工作许可证办好。记者
昨天从虹口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获悉，
虹口区建设国际人才港以来，引进各类中外
人才 -&"名，其中外国人来华工作许可证高
端人才（)类）)--名；包括外国高端人才公
认职业成就的外国人才 !名。

风力发电是这几年清洁能源开发的一
个重要项目，这方面的人才尤其是高精尖人
才较稀缺。而加拿大籍华人时新民在这方面
有一技之长，特别是在工程造价方面颇有优
势，是美国造价协会会员。当上海勘察设计
研究院有限公司提出人才引进需求时，上海

市人才发展服务中心虹口中心只用了 +个
工作日，就将外国人来华工作许可证送到了
时新民的手上。
这种高效率，源于虹口区实施的建设国

际人才港计划。该计划按照“整体规划、分步
实施，政府搭台、社会参与，服务先行、有机
衔接”的原则，建设集境内外各类人才服务
业务为一体的“一门式”功能平台。记者昨天
在大柏树地区的虹口区人力资源综合服务
大厅里看到，这里除了提供公共人事人才、
外国人来华就业、人才项目职称评审、出入
境业务办理等境内外人才服务事项，还有社
会保险、工商税务等延伸事项服务端口，国
内外引进人才在这里能得到优质高效的服

务。曾参与上海轨交 (、))、)!、),号线设计
工作的中铁工程设计院上海分公司高级工
程师顾荣告诉记者，办证前电话咨询时，工
作人员会详细告知需要准备什么材料，并且
提供了许多建议，从而避免来回奔波。

虹口区人保局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该
区将通过聚焦人才与企业需求的对接，结合
虹口的产业特点来实现与其他区域人才服
务和人力资源产业的错位竞争。今后还将积
极联动虹口“国际金融港”，充分依托“财富
管理高地”，搭建“才2富”对接平台，促进资
本与人才有效链接，吸引、集聚、承载更多企
业在虹口集群发展，成为促进金融、航运、文
化创意、专业服务等企业发展的人才高地。

上海医生赶赴西藏贫困县做包虫病筛查

藏族同胞尊称他们“安吉拉”

虹口区国际人才港计划搭建%一门式&服务平台

4个工作日办出外国人来华工作许可证

! ! ! !静安区市北医院特检科医生张洋、普陀
区中心医院医生梅和平等上海医务工作者，
一个月前参加医疗队，赶赴上海市对口援建
的西藏贫困县做包虫病筛查。张洋所在的 +

人小组克服工作量大、高海拔缺氧、后勤保
障困难等问题，已为 +,""多名村民及牧民
做包虫病筛查，获得国家包虫病筛查督导组
的称赞和肯定。藏族同胞尊称上海来的医生
为“安吉拉”（好医生）。

!"后主动请战
#月 -日晚上，市北医院院长陈俊峰接

到区卫计委的紧急电话，要求医院迅速抽调
经验丰富的超声医师，在 -个工作日后赶赴
西藏，到上海市对口援建的贫困县从事包虫
病筛查工作。医院特检科本就人手紧张，但
从主任到科员一听到这个任务都自告奋勇。
“我去！我还没成家，父母又不在身边，我去
最合适。”#,后的张洋义无反顾主动请战。
张洋常向身边的人提起自己的梦想，希望能

像援疆同事朱士晋那样，用自己的一技之长
帮助边远地区的人。当天张洋就通过电话取
得在安徽的家人的同意，次日通过体检。#

月 #日凌晨，张洋与其他 (位来自上海各大
医院的同道一起，踏上了远赴西藏的道路。

缺氧但不缺斗志
包虫病作为牧区高发的寄生虫疾病，是

因病致贫、因病致死的重要疾病，在藏区具
有发病率高、感染人群广等特点。张洋所在
的 +人小组被分到海拔最高、气候条件最为
恶劣的西藏日喀则市定日县，在珠峰脚下、
平均海拔超过 ,"""米，有 !个镇 ))个乡，
面积达 )%+ 万平方公里，比 ! 个上海还要
大。他们经历了半夜缺氧憋醒、早晨干咳、擤
鼻涕时有血块、眼睛干涩流泪不止等不适，
但宁可缺氧不可缺团结、不可缺斗志。有时
一个上午，小组就要检查二三百人，同时还
肩负着藏民胆囊、胰腺、肾脏等其他脏器疾
病的检查和发现工作。恰逢国家包虫病筛查

督导组领导来到定日县检查，张洋所在的 +

人小组承担了首项任务———疑似泡型包虫
病的确诊及分型、鉴别诊断。经观摩，国家督
导组认为上海包虫病筛查医疗队工作认真
严谨、专业求实、团队协作好，对此表示肯定
和称赞，并对上海医生不远千里来西藏支持
包虫病筛查表示感谢。

一块糖甜到心里
#月 !(日上午 #时，张洋等人乘坐的

汽车翻过 )"#个盘山弯道，经过近 -个小时
)!"公里的车程，来到离珠峰最近的扎西宗
乡达乡卫生院，忍着强烈的头晕不适，为当
地乡里 )!"名村民及牧民做包虫病筛查，确
诊 #人患包虫病。检查结束时已近下午 -

时，匆匆吃了午饭后，他们又到乡小学为 ),

名老师和 ,!名学生做体检。张洋做完最后
一个检查已接近傍晚 ,时，当他放下手中仪
器准备喝口水时，一名藏族小朋友突然把手
伸到他的面前，递给他一块水果糖。吃着这
块甜甜的糖，看着孩子的笑脸，张洋突然感
觉一天的疲劳全都消失，心底里为自己是名
医生且能为藏族同胞服务而感到自豪。

本报记者 江跃中

通讯员 喻文龙 郑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