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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昨天下午! 走在某购物中心附

近一处人行道上!惊喜地发现!原本

密密麻麻停放着的共享单车不见了"

要知道! 这处人行道并不宽!

虽然共享单车摆放得整齐!但也只

剩下一个人行走的宽度!要是迎面

来个人!就必须侧身通过了" 如今!

共享单车撤走了!人行道一下子宽

敞了不少!连心情也敞亮了许多"

#上街沿$好走吗% 这个问题!

恐怕并非每一条马路都能给出肯

定的回答& 昨天!#上海大调研$微

信公众号发了一篇文章! 提问'上

海的#上街沿$有哪些拦路虎% 答案

有占道亭棚( 停放不当的共享单

车(雨后一不当心就会踩中的水坑

等等!最吓人的是#扎根$在盲道上

的电线杆)*

漫步街区!脚下的路!是最基础

的设施& +上街沿$好不好走!不仅

+脚$有感觉!+眼睛$也有发言权&有

的马路两旁花园别墅等历史建筑引

人慕名而来! 人行道上乱停乱放的

非机动车却着实+煞风景$&

对于残疾人士来说! 人行道的

便利度(辅助设施的可用性!更会影

响其出行&曾经看到一则报道!一位

盲人朋友介绍! 由于盲道可能 +断

头$或被占用!自己宁愿贴着人行道

走在非机动车道上! 一边走一边用

导盲杖敲打+上街沿$边缘!以确保

直行& 宁愿走非机动车道也不走盲

道!这样的选择!让人不得不深思&

要让+上街沿$好走!设计者(建

设者(管理者(使用者!都有一份责

任&设计者(建设者需确保人行道的

+初始状态$良好,管理者要掌握人

行道的动态变化! 及时制止违法违

规现象!保障+上街沿$通畅,企业(

个人等使用者! 则不能因为人行道

是公用的!就随意占用!造成+公地

悲剧$& 城市的精细化管理!也体现

在一段段人行道上!制度创新(责任

落实(公众参与!都必不可少&

!上街沿"好走吗
郁晶陶

! ! ! !我国药物不良反应在住院患者
中的发生率约为 !"!，而在门诊中
比例更高！记者从日前在京召开的
慢性病防治和安全用药志愿公益项
目第一阶段总结大会上获悉，首支
国家级慢性病防治和安全用药志愿
者队伍自去年成立以来，沪多级医
疗机构积极响应。作为慢性病防控
主力军的社区医院，正借助多项创
新举措提升用药能力。

!"种药品减到#种
#" 多岁的张阿婆家住虹口区

曲阳路街道，高血压、糖尿病等多种
慢性病缠身，让她不得不成了一个
“药罐子”。为了控制疾病，张阿婆咨
询过不同的专家，再加上病友之间

推荐，她要吃的药逐渐增加到 $%种
之多。每天服药成了一件麻烦事，备
忘录要翻好半天，经济负担也有所
加重。
曲阳路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与海军军医大学附属长海医院药学
部建立帮扶合作关系后，在全区率
先开出免费的联合用药社区咨询门
诊，每月一次，让社区居民得到上级
医院优质、便捷的药学服务。去年 &

月，张阿婆在签约家庭医生的推荐
下，带着她的瓶瓶罐罐来到门诊，专
家向她详细讲解了药物成分、用药
风险、药物相互作用关系，帮她把要
服用的药物数量降到 #种。张阿婆
十分激动：“不仅省了钱，还降低了
服药风险，以后药吃得更放心。”

药师随家庭医生上门
当前，慢性病已成为中国健康

的头号威胁。慢性病患者大多需要
服药，一些老年人、体弱者，服药时
间相对较长，自认为是半个医生，凭
着经验买药吃。还有些人去医院看
病、拿药，会擅自给自己“加药”。然
而，用药剂量不当、重复用药和药物
相互作用等问题，都会引起药品不
良反应，且同时服用的药物种类越
多，发生毒副作用的风险越大。
“不良反应的发生往往是人为

的，养成良好的用药习惯才能避免
药物损伤。”曲阳路街道社区卫生服
务中心副主任周云庆说，他们在工
作中发现，签约家庭病床的患者大

多年老体弱、信息闭塞，且存在大量
服药误区。于是，中心让有资质的药
学人员参与到临床治疗过程，将社
区药学服务的开展融入家庭医生团
队服务，药师随家庭医生上门，为家
庭病床患者提供个性化用药指导和
方案，提高了药物治疗的效果。

健康教育网覆盖社区
记者从总结大会上了解到，去

年 '月，中国人口宣传教育中心成
立首支国家级慢性病防治和安全用
药志愿者团队。该团队负责人、施慧
达药业集团总经理刘凤江介绍，项
目在全国 !%个省区市全面展开，志
愿者团队由 (!!) 名医药学专家、
((*&名基层医生、((%'名负责志愿

服务工作的志愿者等共 %*!(人组
成。一年多来，专家制作了 (!+余个
健康科普课件，在苏浙沪等地开展
各种活动 %#,'场，受益群众 !&万
人次。
专家指出，随着我国医疗体制

改革及分级诊疗制度的推进，未来
社区医疗机构和大型连锁药店将成
为慢性病防控和安全用药宣传的主
要阵地。中国人口宣传教育中心主
任姚宏文表示，下一步将在全国基
层医疗卫生机构、零售药店及社区
试点建设慢性病防治和安全用药宣
传教育阵地，形成多功能、广覆盖的
健康宣传教育网络和服务平台，探
索在基层开展健康宣传和健康促进
的新模式。 本报记者 左妍

好药师来了，“药罐子”轻了一半
申城基层社区重视慢性病防治提升用药能力

! ! ! !本报讯 （首席记者 曹刚）昨
天 (&时，在停航 (,个月后，经升
级改造船容船貌焕然一新的“浦江
游览 (”轮（即许多市民熟悉的+龙

船$）从秦皇岛码头起航，开启新航
线的试航试餐运营。每天 (&时，这
艘拥有 ("""个客位的“龙船”都会
从秦皇岛码头（秦皇岛路 !"号）出
发，接近卢浦大桥后折返回出发
地，整个航程需 !个小时。
“浦江游览-船餐”是新航线

的主要特色。
从北外滩的上海港国际客运

中心到外滩“万国建筑博览群”，从
东方明珠、上海环球金融中心、上
海中心大厦等陆家嘴标志建筑到
中华艺术宫、上海当代艺术博物
馆、梅赛德斯.奔驰文化中心等世
博园区建筑，游客们沿途可以饱览
浦江两岸美景。此外，从 $#时 %+

分起即可登船用餐，上海浦江游览
集团有限公司组建了五星级主厨
团队，在旅程中准备了丰富优质的
海派美食，包括自助餐（餐费加船
费 !##元$人! 试运营期间享优惠

价 "%#元$人），以及中式包房桌餐
（&###元$桌起）。

“浦江游览 $”轮于 !++&年 &

月投入运营，!+$#年 %月，为配合
黄浦江两岸 '*公里岸线公共空间
贯通开放，暂停对外经营。此前的
航线为：从复兴三区码头（外马路

!#' 号）出发，接近杨浦大桥后折
返回复兴三区码头，航程比现在短
一些，约耗时 $个半小时。
为确保营运安全，提升面对突

发情况时的应急能力，上海浦江游

览集团有限公司制定了多套专项
预案和现场处置方案，覆盖安全信
息报送、反恐维稳、防汛防台、突发
公共卫生和食品卫生事件处理、船
舶突发事件处置等多个环节。

浦江游览“龙船”昨夜再起航
航线重新设定 船餐大厨掌勺 航程 !个小时

! ! ! ! !+$'年 ,月 ,日，注定成为
中国法治进程中一个意义非凡的
坐标。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
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央政法
委《关于司法体制改革试点若干问
题的框架意见》和《上海市司法改
革试点工作方案》，翻开了中国司
法体制改革历史性的一页。

上海作为首批司法改革试点
省市之一，率先为中国司法体制改
革破冰探路。记者从上海市委政法
委了解到，上海司法改革 '年多
来，优秀的人才经过严格遴选被配
置到办案第一线，并实现“有进有
出”“能上能下”；司法责任制则确
保“让审理者裁判、由裁判者负
责”，有效提升了司法质效和社会
公信力。

建立人员分类管理制度

如何将优秀的人才配置到办
案第一线，建立符合司法规律的人

员分类管理制度，是司法改革的关
键一环。改革前，上海法官检察官
在司法队伍中分别占 *,/和
#(/，法官检察官与司法辅助人员
配比不合理的问题突出。

为此，上海司法改革将司法
机关工作人员分成法官检察官、
司法辅助人员、司法行政人员三
类，分别确定了 %%/、*!/、(*/的
员额比例。遵循法官检察官员额
一线办案部门重点配置、二线办
案部门适度配置、办案辅助部门零
星配置、司法行政部门不再配置的
原则，形成了科学合理、符合实际
的员额配置方案，为司法体制改革
找到了切入点和突破口，也为全国
的司法人员分类管理确定了方向
和标准。

记者了解到，改革后，全市法
院检察院一线办案部门的法官检
察官比改革前分别增加 #0,/和
$%0!/，人员年龄、知识结构明显

优化，)*/的人力资源直接投入司
法办案工作，有效缓解了案多人少
的矛盾。

入额后不是!入袋为安"

为了择优遴选法官检察官，
上海率先成立全国首个省级法官
检察官遴选（惩戒）委员会，分别
由 )名专家委员和 #名专门委员
组成。
入额遴选坚持考核为主、考试

为辅，考核主要考察办案质量和效
率，考试主要考察办案能力。遴选
委员会通过面试、考察、模拟庭审
等方式，对入额候选人的专业能力
把关。

但法官入额后也不是“入袋
为安”，员额退出机制也同步完善
落实。对入额人员举行年度办案
绩效考核，改革至今已有 %名法
官因考核不合格被退出员额，使
优秀的法官检察官助理能够及时

补充进员额队伍，实现“有进有
出”“能上能下”。

司法责任制是!牛鼻子"

司法责任制改革，是全面深化
司法体制改革的“牛鼻子”，对提高
审判质量、效率和司法公信力具有
决定性作用。
记者从上海市高院获悉，司法

改革以来，上海法院严格落实“让
审理者裁判、由裁判者负责”，院庭
长均不再签发未参与审理案件的
裁判文书，全市法院直接由独任法
官、合议庭裁判的案件为 &&0&/，
依法提交审委会讨论案件的比例
仅为 +0$/。

蹄疾步稳、成效明显，改革 '

年多来，上海司法体制改革始终
走在全国前列。!+$#年，上海在全
国率先基本完成司法体制改革试
点四项重点任务。市高院、市检察
院的人大工作报告通过率逐年上
升，在 !+$) 年 $ 月的市人代会
上，两院工作报告通过率均创历
史新高，说明司法体制改革成效
得到了社会各界、特别是人民群
众的“点赞”。 本报记者 宋宁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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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选优秀人才配置到办案第一线
上海司法改革破冰探路走在全国前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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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标志性首创案例征集 庆祝改革开放
!"

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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