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近日，智能
导诊机器人“小
颖”亮相瑞金医
院门诊大厅。“小
颖”具有问询、导
航、分诊和咨询
上班时间等功
能，患者说出自
己的症状后，小
颖还可以将患者
导到相应科室，
减轻导诊护士的
工作量。患者不
仅可以点击屏幕
查询，还可直接
与小颖对话获取
信息。

本报记者
陈梦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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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本报讯（记者 江跃中 通讯员
吴国华 李骏）一直以来，普陀与嘉
定、宝山、静安等区域接壤地区，存
在几条因历史原因而常年未能贯通
的“断头路”，给周围百姓出行带来
不便。从今年开始，普陀城投公司下
属市政养护公司、市政工程公司在
区建管委、区重大办和市政水务工

程建设中心等相关行业管理部门的
牵头支持下，陆续启动辟通工程，有
望于年底前完成，还路于民。
跨越普陀、嘉定两区交界处的

吉镇路，被河道阻隔，难以通行，来
往居民和车辆都要绕个大圈子。随
着地铁十三号线祁连山南路站的建
成，北岸普陀区、嘉定区的居民渴望

吉镇路桥尽早建成通行。市政工程
公司自今年 !月起，实施了吉镇路
（延川路—清裕路）南北辟通工程，
将在虬江河上架设一座“人行道”和
“非机动车道”混合的人非桥。根据
规划，桥总长 "#$"% 米，宽为 # 米，
建成后，将实现普陀与嘉定两区的
交通贯通。

位于桃浦镇东北角的连亮路与
宝山区交界，连亮路上的周金桥和
宝山区华和路也一直没能贯通。该
路段辟通工程于上个月开工，预计
今年 &'月竣工。工程主要建设内容
包括道路工程、新建跨桃浦河桥梁、
排水及附属工程。
另一条断头路是普陀与静安两

区交界处的新会路。自今年 !月起，
市政养护公司开始实施新会路道路
新建工程，将新会路东西打通，同时
静安区也将拆除橡胶厂，启动打通
延平路向北延伸工程，届时，新会路
和延平路将“相交会师”，实现两区
居民往来方便的期盼。该工程预计
在今年 (月底竣工验收。

普陀区三条“断头路”年底前辟通
还路于民方便相邻区域居民出行

! ! ! !本报讯 （特约通讯员 龙钢
记者 袁玮）前不久的一个周六晚上
&)点多，在昏暗的小区停车道旁，一
包方方正正的东西引起了刚加完班
骑车回家的小伙洪建庆的注意，走
近一看，原来是捆钱。小伙环顾四
周，发现小区已没什么人，心想丢失
的人一定会回来找寻，便等在原地。
可等了半个小时，还不见人来，于是
选择报警，经警方现场确认，这捆钱
有 &)万元。

过了几天，洪建庆的手机响了，
洪建庆接起电话，“太感谢你了，洪先
生！”电话那头传来一个女子激动的
声音……原来是丢失现金的芮女士
打来的。原来，那天晚上芮女士的丈
夫在地下停车库停完车，将装有 %)

万元现金的双肩包拎回了家。凑巧的

是，芮女士的小孩第二天学校搞活
动，需要一个包。可当她把双肩包拿
过来看时，顿时惊出一身冷汗，双肩
包的拉链居然没拉上，里面原本 %)

万元的现金，只剩了 &)万元……
是偷了还是掉了？芮女士和丈

夫急得团团转，去车库找了几圈都
不见踪影。他们抱着一丝希望来到
小区保安监控室，想调取监控录像。
此时，小区保安告诉夫妇俩：已经有
人捡到交给警察了，夫妇俩这才长
舒一口气。第二天，芮女士来到浦东
塘桥派出所，领回了失款并第一时
间打电话给洪建庆，提出要重金酬
谢，被洪建庆婉言谢绝了。洪建庆是
“*)后”，来自浙江衢州，是名环评
工程师。对于拾金不昧的举动，洪建
庆腼腆地说，这是应该的。

小伙子车库捡到10万元
苦等失主半个小时后报警

! ! ! !本报讯（记者 徐驰）近日，++
岁的余阿婆乘坐自动扶梯不慎摔倒，
幸亏被好心人一把扶起，才没受到更
大伤害。而好心人未曾留名，就匆匆
离开了现场。最近，老人打进本报
*#%"""热线，希望能对这位不知姓
名的好心人道声谢谢。

余阿姨的老伴、+*岁的钱老伯
回忆，,月 %#日下午 %时 ,"分许，
他和老伴乘坐地铁 &号线，在徐家汇
站 &,号出口乘自动扶梯出站。孰料，
余阿姨当时并未站稳，不慎跌落在自
动扶梯的台阶上。钱老伯还未反应过
来，老伴已经因惯性再次在扶梯上
“翻滚”起来，并眼看着越离越远。

说时迟那时快，此时，一名小伙
子突然一个箭步冲上来，从自动扶梯
的台阶上迅速将余阿姨搀扶起来，并
送到钱老伯身边。“老伯伯，您注意照
顾好老阿姨哦。”留下这句话后，小伙
子三步并作两步，径自离开现场。所
幸的是，余阿姨除了手上表皮被蹭破
出了点血外，其他并无大碍。

钱老伯告诉记者，他老伴一直
膝盖有病灶，站立不稳，那天也忘
了握好扶手。如果没有好心人施以
援手，后果恐将无法预料，现在想来
令他后怕不已。虽然事情过去已有
段时间，但钱老伯和老伴依然想通
过本报对好心人表达由衷感激。

老太太乘自动扶梯不慎摔倒
小伙箭步上前扶起化险为夷

! ! ! !本报讯（记者 施捷）一名出
生于 &*&&年的施老先生日前在复
旦大学附属华东医院接受了心脏
起搏器植入手术，从而成为该院历
史上又一位重获新生的超高龄百
岁老人。更为难得的是，这位老先
生刚患过急性胰腺炎，一个月内经
历两次重症，考验着老人的身体，
更考验着医生的医术。

上周三，华东医院医生在对施
老先生听诊时发现其心脏跳动明显
趋缓，随后安排的 %,小时动态心电
图监测显示，老人平均每分钟心跳

仅有 !)余次，并且有心脏停跳的情
况发生，为 ---度房室传导阻滞。

一颗工作了百年的心脏随时
可能罢工！面对如此高龄，同时又
患有糖尿病、高血压、冠心病、肾功
能不全、主动脉多发性动脉瘤的患
者，华东医院院长俞卓伟亲自召集
多学科专家会诊，决定为其担险，
植入永久性心脏双腔起搏器。

为 &)# 岁的患者植入心脏起
搏器，刷新了医院此前 &),岁的同
类手术纪录。在心脏介入手术室，
心内科、麻醉科、呼吸内科、内分泌

科等多科协作，心内科医生顺利完
成了手术。术后，施老先生的心脏
便恢复了活力，不再放“慢动作”，
目前已能下床活动。

作为国家重点临床学科和上
海市重中之重学科，华东医院老年
医学始终走在治疗危重老年患者
前列，尤其对超高龄患者的治疗更
是制定了一套独有的治疗办法，为
老人手术屡破年龄极限。据统计，
每年为 *)岁以上的住院患者做手
术超过 &))余例，其中普外科最高
&)%岁，骨科 &)"岁。

106岁老人成功安装心脏起搏器
华东医院刷新本院同类手术纪录

! ! ! !著名数学家吴文俊院士因病医
治无效，昨天在北京去世。吴文俊是
中国科学院院士、上海交通大学数学
系著名校友。由于他在拓扑学领域的
奠基性工作，并创立了国际数学界著
名的“吴公式”，于 %))&年获颁中国
首届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年，
吴文俊与钱学森学长、张光斗学长、
徐光宪学长一起获得上海交通大学
首届“杰出校友终身成就奖”。在上
海交大闵行校区，见证着学校发展
的文俊路和学森路就是以吴文俊和
钱学森两位校友命名的。

在交大爱上数学
&*!#年，高中毕业的吴文俊，

以交通大学理学院第二名的成绩进
入数学系学习。他当时读的数学系，
加上物理系、化学系的三个班，加起
来也不过三十几个人，大学一、二年

级是合在一起上课，一年级时在徐
汇校区上课，读书、做实验，有较好
的学习和生活条件。吴文俊说当年
的自己非常喜爱物理，也喜欢初等
数学、高等微积分和复变函数论等
课程。大二开学前夕抗日战争全面
爆发，交大不得不迁到法租界，借用
震旦大学、中华学艺社校舍继续办
学。
不过，吴文俊真正对数学产生

兴趣是在大三时。当时武崇林教授
讲授《高等代数》《实变函数论》《高
等几何》等数学课程，武老师讲课形
象生动，十分有趣。吴文俊曾对交大
人说，“武先生不仅追求本质，而且
重于解答疑难，课程精彩极了。从此

以后，我就喜欢上了数学。”武先生
见他对数学有兴趣，就经常从家里
带一些数学方面的书籍给他看，还
不时地“开小灶”，在他的指导下，吴
文俊的数学有了很大的长进。
大学毕业后，吴文俊断断续续

在中学教了五年书，不能系统地研
究数学使他精神上感到非常痛苦。
这时，交大母校的老师和同窗向他
伸出了援助之手。&*,"年，大学同
窗好友赵孟养把自己在“临时大学”
郑太朴教授的助教位置让给了吴文
俊，并告诉他，教育部马上就要公开
招考“中法交换生”，鼓励他去报考；
郑太朴教授也曾专程赶到他家，劝
他一定要去试试，否则太可惜了。吴

文俊曾回忆说，郑先生不善言辞，当
时助教工作其实仅仅是每周听他的
课，然后根据安排上一次习题课，平
日的接触很简单。郑先生特意到家
中鼓励，令他意外又感激。此后，在
赵孟养的引荐下，吴文俊还先后认
识了苏步青、朱公谨、周炜良、陈省
身等当时数学界的著名人物。“如果
没有交大郑太朴教授和大学同学赵
孟养的指引和热心推荐，如果没有
交大朴实无华的学风为我打下良好
的数理基础，我不会有今天的成绩。
每每回想起这一切，我就会想到母
校，想到我的恩师和我的同学。”吴
文俊在为交大数学系 ()周年编撰
的系史《数学系八十年》中写道。

念恩情心系母校
吴文俊一直关心、关注母校发

展，多次回到母校参加学术活动、看
望老师、与学生座谈。吴老曾说：“我
很少回上海，但是，一旦回了上海我
必须要做的一件事情，就是回母校看
看，然后去看望在我的事业中给我带
来极大帮助的赵孟养同学，我们之间
的友情是非常深厚的，我们在一起常
回想起大学时的情景，并从他那里了
解一些母校的发展情况”。
对上海交大的数学学科建设，吴

文俊提出“不要追求纯而又纯的数
学”。而对青年学子，吴老曾寄语“做一
个对国家有用的人”。本报记者 易蓉

吴文俊院士与上海交大的不解情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