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民随笔

    本报讯（记者 张炯

强）昨天，“复旦大学—高
中学生党员接力培养”项

目在复旦大学启动。
项目内容主要包括：

配备 1名信仰学长，完成
“3 个一起”共同培养活

动，实现“1 个延长线”培

养目标。
“信仰学长”由复旦大

学从人才工程预备队（一
期）、青年复旦学校学员

等学生骨干队伍中遴选
优秀大学生担任。“3个一

起”共同培养活动主要包
括：一起撰写思想汇报，

一起参加支部生活，一起

参与社会实践等。实现“1

个延长线”培养目标的内

容是：为高中入党积极分
子建立培养考察卡，记录

培养内容、考察鉴定。高中
入党积极分子考入大学

后，“信仰学长”将与该生
继续保持线上线下联系，加强日

常思想引导，帮助该生成长为中
共预备党员。

未来，复旦大学将不断探索
机制，加强党建龙头作用。

线下“弹幕” 邵 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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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修复的艺术，在于
平衡功能与美观
周一上午，王德芳正在接诊一

名年轻女患者。患者的上下前牙列

略拥挤，伴有个别牙体表面缺损，多
次求医都被告知装烤瓷牙。王德芳

告诉她，装烤瓷牙是一种快速有效

的方式，可以达到对美观的要求，但

是对天然牙的损伤比较大，所以长
期来看不是最佳方案。经过临床分

析和评估后，王德芳决定用“正畸”
+“贴面”的综合治疗方案，能够平

衡功能和美观，同时尽可能减少对

天然牙的损伤。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人觉得自

己“牙黄”“牙齿不齐”“牙齿有缝”，

希望能拥有一副“明星白”和“整齐

划一”的牙齿，而且，许多患者希望在
修复的同时，不过多损伤天然牙。“以

前的方法是把牙齿磨小，装上烤瓷
牙，从而快速达到又整齐又洁白的效

果，但是对天然牙来说是一种很大的
损伤，尤其是年轻人，时间长了，问题

随之而来。”王德芳介绍说，“现在，我
们推荐病人首先采取正畸的方式，如

果没有正畸条件，那就采取微创修复
的方式，尽量做到少磨牙、不磨牙，例

如超薄贴面、嵌体修复等。”

王德芳常常遇到很多病人，希
望假牙做出来像天然牙一样美观。

这个时候，她就会耐心沟通，让其了
解自身牙槽骨的条件，并讲解功能的

重要性。“首先要了解患者的诉求与
心理预期；再综合判断患者的整体情

况，根据脸型、肤色、口腔内情况等具
体细节进行个性化方案定制，通过和

患者做详细沟通，告知实际预期能达

到的效果；最后兼顾患者的需求，做
到功能与美观的平衡。”王德芳根据

数十年积累的经验，对于口腔修复有

自己独特的理解。

对老年患者，需要
更多一点耐心
王德芳的患者，大多是 60岁以

上的老人，年龄最大的患者 104岁。

由于环境、年龄和生活习惯等多种
因素，老年人口腔状况往往更差，许

多属于牙槽骨“地平”（牙槽骨已经
吸收低平），修复难度相当高。正因

如此，医生必须要想办法让老人们

了解自己的口腔状况，从而得到积

极有效的治疗。
然而，让老人们理解口腔专业术

语，无疑是非常困难的。有时候讲了
很多遍他们也听不懂。遇到这种情

况，是不是应该少讲话、多操作呢？
王德芳却不这样认为。她最常

用的一个比喻就是骑马，“假牙吸附

在牙床上就像骑马，如果骑马的时
候马身体很高大，马鞍很深，那坐上

去就不会翻掉；如果马很小，马鞍很
浅，坐上去的人很高大，是不是坐上

去动一动就掉了？”

在口腔修复领域，安装全口义
齿难度很高。全口义齿一般都是老

年人，沟通能力差，更需要耐心沟通
和观察，充分了解患者的咀嚼习惯

和诉求，用丰富的临床经验完成义
齿的修复。

医患信任，修复的
成功率才更高
义齿装在口中，异物感很强烈，

一开始总会不舒服，有时牙龈压痛，

有时打个喷嚏或者舌头轻轻舔到，
牙齿就会掉下来。患者适应义齿的

时间有快有慢，有的患者在几天到
一周内就能适应，而有的患者适应

期长达 3-6个月。王德芳用常年的

临床经验告诉所有患者，只有信任
医生，相信“问题都是暂时的”，每天

努力适应义齿，最后基本上都能和
义齿“和平相处”。

装好假牙的患者，满足感是难
以掩饰的。曾经有段时间，王德芳发

现，来自浦东南汇地区的患者特别
集中，为什么他们大老远跑到复兴

中路院区来求诊？原来是因为，老人
们在公园、小区、社区活动室等地方

闲聊时常常口口相传。“老百姓的认
可，就是对我最大的鼓励。”王德芳

笑着说。

不久前， 我跟随报社组织的党

史学习培训班前往西柏坡、狼牙山，

重温西柏坡精神。那天上午，我们从

保定出发去冉庄地道战纪念馆，车
上播放了电影《地道战》。 这是一部

黑白老电影，屏幕也很小，然而，所
有人都看得兴致勃勃，主要被伴随

影片的精彩解说吸引住了。

“各小组注意了，打一枪换一
个地方。不许放空枪！”“八路，狡猾

狡猾地！ ”“悄悄地进村，打枪的不
要。 ”“高，实在是高！ ”“水是宝贵

的，从哪里来就让它流回哪里去。”

“烟是有毒的， 不能放进一丝一

缕。 ”这你一句，我一句的台词，来
自车上的两位 60后同事。

“这是高老忠，老支书，为掩护
村民去敲钟， 他牺牲前还扔出了一

颗手榴弹。 等会你们看，那动作、神
情，绝对经典！ ”过了一会儿，高传宝

刚刚捧起《论持久战》，旁白又提前

响起了：“咱们无论做什么工作，都
要依靠群众，发动群众。 ”紧接着，高

传宝一字不差地说出了这一段台

词。 全车爆发出一阵笑声———老同
志的记忆力让人钦佩。“这其实是一

部军事教学片， 但八一厂用故事片
的手法来拍。”另一位曾在解放军报

工作过的同事点出了其中的门道。

虽然屏幕很小，但全车人一同

看，不时爆发的笑声，仿佛又回到了
看露天电影或整条弄堂围看一个电

视机的年代。 一字不差的“对白”和

别具一格的解说， 给这部老电影赋

予了别样的情怀。我忽然觉得，两位
同事的旁白，或剧透，或释疑，或点

评，和网上观剧的“弹幕”有异曲同
工之妙，堪称线下“弹幕”。

这次特别的观影体验令人难
忘，同时让我对红色经典有了新的

认识：同样是那个年代红色主题电

影，有的平淡无奇，有的昙花一现，

而这样一部军事教学片却拥有如

此强大魅力，吸引“铁粉”一遍一遍

去刷，经久不衰，究竟是为什么？尽
管还带着那个年代的烙印，尽管人

物还有些脸谱化痕迹，但影片中大
量接地气的台词如此生动传神，甚

至成为几代中国人的常用语。

今年是建党百年，红色主题、革
命题材的文艺作品遍地开花。 文学

艺术来自生活。究竟该如何从真实的
历史中选择素材、构思情节、塑造人

物、提炼语言，达到艺术真实的高度，

进而成为经典？ 诞生于 50多年前的

《地道战》，今天仍给我们以启迪。

    “曾经看过一段视频，一名刚下

班的建筑农民工怕工装弄脏公交车
座位，于是坐在了车厢内的台阶上，

感到很酸楚很心疼，我们这座城市
应当给予这些进城务工的人以更多

的温暖与关爱。”同样身为一名城市
建设者，上海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党委副书记、总裁卞家骏对此感

同身受。作为崇明区选举产生的上
海市第十五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卞家骏一直关爱农民工群体，为让
他们更好融入城市而奔走呼吁。

作为上海建工集团的当家人，

一线建筑工人是卞家骏在平日工作

中接触最多的群体。“他们基本上都
是从农村来到城市工作，其中的大

部分人在上海一待就是几年，但由
于生长环境和生活习惯等因素很难

融入城市，甚至有时会觉得有些自
卑。”卞家骏说，在他看来农民工完

全没有必要为自己的身份自卑。上

海直入云霄的天际线，都是农民工
建造起来的。今年春节，由于新冠疫

情，上海市政府提倡就地过年。卞家
骏就要求下属企业组织留沪过年的

农民工去陆家嘴，登上东方明珠、上
海中心参观，就是希望能够唤起他

们的自信与自豪感，这是身为一名
城市建设者受之无愧的荣光。

卞家骏同时发现，想让农民工
群体更快融入城市，帮助他们实现

个人提升也非常重要。建工集团在
较大的工地开设了农民工夜校，除

了提升技能业务外，还可以学习和
了解例如个人安全保护常识、交通

法规、文明礼仪、城市生活习惯等方

面的内容。此外，在临港新片区，斥

资 1 亿多建造了一个可以容纳
6000名农民工生活、主题为“上海

有爱，临港有家”的七彩小镇，这里
远程医院、生活超市、电影院、图书

馆、洗衣房等应有尽有，让农民工感

受到家的温暖和温馨。
“除了生活和精神上关爱，农民

工群体最需要的还是安全保障，没
有安全一切都无从谈起。”卞家骏告

诉记者，上海建工正在开展专项安
全整治计划，每位进入施工现场的

农民工，都必须配备安全带。此外，
要求工友之间在工作中互相提醒，

十人班组内至少配备 1-2 名安全
干事，负责管理提醒，以期解决安全

管理中的“最后一公里”。在去年两
会的小组讨论上，卞家骏将上海建

工在关爱农民工群体方面的经验总
结成代表建议进行了分享。

除了关注建筑行业，民生问题
也是卞家骏履职的重点。虽然工作

繁忙，但他还是坚持抽出时间到基

层践行一名人大代表的职责。他在

崇明区联系的点位是非常偏远的新

村乡。走访中，他发现居民配药非常
不便，于是和崇明区相关部门反馈

了这一情况，经过一年多的努力，当
地的配药难已得到了缓解。此外，新

村乡的大米质量非常好，但因缺乏
有效宣传，销路不畅。为此，卞家骏

牵线集团各食堂，使新村大米销路

更广，助力当地实现乡村振兴。

今年市十五届人大第五次会议
上，卞家骏根据电动车不当充电致

火灾事故频发的问题，对老旧居民
小区电动车集中充电管理进行了建

议，得到有关部门积极反馈和响应。
卞家骏告诉记者，作为一名市

人大代表和一名城市建设者，应该
倾听市民的呼声，

为城市的建设与上

海的发展贡献一份
力量。

本报记者
李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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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副使用舒适、外形美观的假牙，是医
生、病人和技师共同努力的结果。我们不仅要
恢复病人的咀嚼功能，更要帮助病人重拾自
信、享受生活。”上海市口腔医院口腔修复科主
任医师王德芳从医 36 年，拥有全院第一个以
专家名义打造的品牌工作室———复兴中路院
区“王德芳修复工作室”。她平均每年接诊
4000 余位患者、完成全口义齿 100 余副。由
于深受患者欢迎，近日又每周增加了一个全天
开诊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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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卞家骏

本报记者 孙中钦 实习生 邓沐阳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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