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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纵深

新华社上海 6 月 25 日电(记者孙丽萍、许
晓青、吴霞)第 21 届上海国际电影节 25 日落
幕，绚烂光影和璀璨红毯转瞬定格成永恒记忆。
这一亚洲电影盛会今年走过了 25 年征程，国际
影响力与日俱增。

从最初广罗世界影坛新片旧作、用心为影
迷打造“电影盛宴”，到如今打造上海文化品牌、
筑梦电影之都，面向世界代言中国电影力
量……上海国际电影节正迎来她“最好的时
光”。

聚焦“一带一路”：影响世界电

影新格局

“遥远的海上的那船啊，请你一直不要靠
岸，请你闪亮地驶向前方……”以书写上海著称
的作家陈丹燕，在本届电影节上喜迎电影处女
作诞生。

中国和塞尔维亚合拍的纪录电影《萨瓦流
淌的方向》在上海国际电影节上宣告完成拍摄。
塞尔维亚是中东欧地区历史悠久的国家，也是
“一带一路”上的明珠。在这部影片中，中国作家
陈丹燕行走在塞尔维亚的街头巷尾，看见战乱
后的爱和希望，细致入微地解读它的历史人文
之美。

聚焦“一带一路”，正推动中国电影形成新
的视野与格局。今年上海国际电影节上，有来自
“一带一路”沿线 49个国家的 1369 部电影报名
参赛参展。29个国家的 31家电影节机构在上
海联合签约成立“一带一路”电影节联盟。首次
设立的“一带一路”电影周更是叫好又叫座。

“‘一带一路’倡议是最好的桥梁，把中国和
全世界的电影人拧成了一股绳。”意大利影像工
业协会国际部总监罗贝托说，意大利已为中意
合拍片推出优惠政策，积极孵化中意合拍电影
创意。格鲁吉亚编剧卡尔瓦锡也表示：“我们是
穿针引线的人，通过电影艺术，把‘一带一路’沿
线国家串联在一起。”

众多由“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携手合拍、反
映古丝绸之路今昔的精彩影片浮出水面。上影
集团参与的中哈合拍片《音乐家冼星海》讲述古
城阿拉木图“冼星海大道”的传奇故事；中以合
拍片《魔咒钢琴》反映二战时期犹太人在上海的
生活。上影集团董事长任仲伦认为，如果把有实
力、有前途、有潜力的各国电影带动起来，包括
中国在内的“一带一路”国家电影必将对世界电
影格局产生重要影响。

对标“世界顶尖”：国际影响力

迅速提升

“在全球电影节的格局中，上海国际电影节
的地位正在迅速上升。”戛纳电影节总监弗雷茂
在短短三天时间里密集约会各方人士，收获满
满。与他同步，刚刚获得金棕榈大奖的日本影片

《小偷家族》，也“第一时间”来到上海国际电影
节上。

今年 5 月，国际电影制片人协会成立电影
节委员会，上海国际电影节与戛纳电影节一起
成为这个委员会指定成员。这意味着，上海国际
电影节在国际电影核心机构中的“话语权”又有
提升。

上海国际电影节的国际影响力与日俱增，
背后有着中国即将成为全球最大电影市场的强
大支撑。改革开放四十年来，经过一代一代中国
电影人的努力，中国电影产业直接市场规模已
近 600 亿元，观影人次达 16 . 2 亿。上影节发布
的《 2018 中国电影产业研究报告》显示：2018
年第一季度，中国电影创造了 200 亿元的票房，
超过北美，首次跃居世界第一。

国际地位的提升，来自上海国际电影节的
锲而不舍——— 始终坚持汇聚电影产业要素、推
动中国电影对标世界顶尖，为世界电影作出贡
献，厚积薄发而终成气象。

从孵化创投到拍摄制作、从宣传发行到国
际合作，上海国际电影节努力打磨电影工业上
的每一个环节。既致敬大师，更扶持新人，在传
承和创新中壮大中国电影力量，是上海国际电
影节的不变初心。

打造“上海品牌”：文化大都市

插上光影翅翼

“上 海 这 座 城市，具 备 丰富的 电 影
DNA。”来到上海国际电影节的中外电影人无
不赞叹。

上海拥有深厚的电影文化底蕴：1895 年
12 月底，卢米埃尔兄弟在巴黎市中心的咖啡馆
放映《火车进站》等短片，标志电影诞生。仅仅半
年之后，《火车进站》等影片就远渡重洋来到上
海。在虹口区的徐园，人们第一次看到了“西洋
戏”。在很长时间里，上海占据了中国电影半壁
江山。

眼下，海派电影记忆被重新激活：沪剧电影
《雷雨》宣布开机，将把曹禺名著创新性搬上银
幕；4K 修复版《画魂》拂去岁月尘埃，再现江南
故事；导演谢晋生前执导的唯一喜剧片《大李小
李和老李》，又以“沪语配音”的新版重登银幕；

《护士日记》的 2K 修复版首映，人们仿佛穿越
时空，再度聆听到“小燕子，穿花衣”的童年歌
声……

不忘历史、开创未来——— 上海正全力打响
“上海文化”品牌，擦亮“上海电影”这块沐浴百
年风雨的金字招牌。今年电影节上，上海电影最
新规划、重磅政策集中推出，吸引眼球。松江区
发布“科技影都”计划，集聚影视制作机构；戏曲
电影“上海制造”声势浩大，全力传承中华传统
文化；刚刚推出的 2018 版《拍摄在上海——— 上
海影视拍摄指南》，则成为中外来宾最感兴趣的
“伴手礼”。

25 年来，上海国际电影节致力于推动中外
电影交流，已成为递给世界的一张文化“金名
片”。展望前方，上海国际电影节将乘势而上再
出发，助推中国从电影大国迈向电影强国。

25 年精心打磨，上海递出文化“金名片”
写在第 21 届上海国际电影节落幕之际

新华社北京 6 月 25 日电(记者陈弘毅、闫祥
岭、朱国亮)点击手机下单，护士就能上门服务。
近期，“网约护士”在北京、上海、广州、福州、西
安、济南等多个城市出现，引发社会多方关注：
服务收费几何？是否安全？会不会抢夺公共医疗
资源？这种服务将像很多“共享应用”一样昙花一
现，还是会成为医疗资源整合的必然趋势？

日前，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相关负责人表
示，目前“网约护士”的服务价格由市场决定，护
士主要是利用业余时间提供服务。有关部门正
在抓紧研究制定政策，完善相关监管措施，推动
保障“网约护士”和患者双方权益与安全，规范
行业发展。

手机下单护士直接上门

30 岁的济南某三甲医院护士赵飞是一名
院前急救护士。从 2017 年开始，他有了一份“兼
职”：利用业余时间在一个名为“医护到家”的
APP 上接单，为患者提供上门护理服务。如今，
他已是“医护到家”济南片区的护士长。据悉，济
南已有超过 300 名护士在这个 APP 上注册，注
册护士主要来自各大公立医院。

从去年底开始，10 余个提供“网约护士”服
务的手机 APP 陆续上线。患者在手机上进行注
册和身份认证后，选择所需服务，上传医疗机构
开具的处方、药品及病例证明，即可等待护士接
单。订单通过审核后，护士就可与患者预约时
间，开展上门服务。

记者登录“医护到家”APP 看到，包括输
液、打针、静脉采血等服务，已经有 1 万次以上
的购买记录。

类似的互联网医疗正成为手机应用开发的
热点。“健护宝”是福建卫生职业技术学院学生
搞的创新项目。福建卫生职业技术学院双创中
心主任、“健护宝”APP 创始人李其铿说，依托
学校教学资源，“健护宝”于今年 4 月上线，目前
平台拥有上千名注册用户。在“健护宝”注册的

护士，很多来自在卫生学校取得了相应资质的
学生，他们有时在老师的在线指导下开展服务。

家住福州市郊的李老伯，上个月花 199 元
请了两名护士上门为他完成日常造口护理。整
个过程大概一小时，跟在医院的护理标准一样，
还省去了往返医院和排队的时间。“对于我们这
样行动不便的患者来说，真是解决了大问题。”
李老伯说。

不少业内人士认为，“网约护士”满足了群
众对多样化医疗的需求，实现了社会上零散化
护理需求和护士资源的“精准对接”，是“互联网
+医疗”的积极探索。

价格如何定？安全谁来保障？

“网约护士”的服务价格怎么定？记者了解
到，目前各大平台尚无相对统一的定价标准。一
般收费标准包含护理服务费、交通费两项。以
“医护到家”为例，上门打针、拆线等服务费为
139 元一次，护士陪诊服务费为 198 到 208 元
一次不等。“健护宝”的服务费中，护士的交通费
为 100 元左右，护理费根据服务类型，从几十元
到一百多元不等。

尽管网上有人认为“网约护士”护理费用高
昂，但接受采访的一些患者表示，护士上门省去
了自己去医院的时间和交通费，总体是合算的。

越来越多的护士也愿意加入这个平台。在
济南，已有约 300 名护士在“医护到家”注册；在
福州，“健护宝”平台已有注册护士 500 多名。

“从一开始没有订单，到如今平均两三天一
单，工作越来越忙。”赵飞告诉记者，上门服务一
单，他的收入大约 100 元，在平台注册以来已有
数万元的收益。据了解，当前护士薪酬不高，一
些医院护士加入“网约护士”平台，主要是利用
业余时间增加个人收入。

“网约护士”在所属医院以外提供服务，患
者的医疗安全谁来保障？按照卫生主管部门此
前发布的相关护士执业规定，护士要在医院注
册，并在指定的医院服务。据悉，目前，护士多点
执业仅在北京、广州等少数几个地方有了突破，
进行了放开试点，“网约护士”还处于监管空白
区。

李其铿等告诉记者，APP 平台在设置护理
服务项目时十分谨慎，目前更多承担的是居家

简单护理服务，主要包括无创、医疗风险极低
的项目，在确保医疗安全的情况下才会上门
服务。碰到一些风险较大的护理项目时，则会
建议患者到医疗机构就诊。“医院科室完整，
且有严格的验药、配制程序及抢救设备，这还
是‘网约护士’目前不具备的。”李其铿说。

目前“网约护士”平台尚无统一的服务规
范标准，为规避医疗纠纷的风险，有些护士上
门服务时会用录音机或者手机全程录音、录
像。“这是对患者和护士双方权益的保障。”赵
飞说。

护士多为年轻女性，上门服务如何保障
人身安全？李其铿介绍，在“健护宝”平台，患
者注册平台用户时，必须手持身份证进行验
证，人、证一致才可以通过。此外，患者提交的
订单也必须有正规医疗机构开具的处方，平
台也会对每一个订单进行审核，若不符合要
求，平台会自动取消订单，并致电用户告知原
因。但有消费者反映，有些平台对于上传材料
的核实并不细致，存在管理漏洞。

福建省护理协会秘书长郑翠红认为，保
障护士安全既需要平台加强细则的制定和执
行，也需要政府监管部门介入。例如，在护士
准入环节严格审核机制，可以引入医疗专家
团队进行人工审核，确保每名护士都能够提
供合格的医疗服务。此外，在为注册护士购买
人身保险的同时，将上门医疗服务行为纳入
政府监管。

“网约护士”能走多远？

不少平台投资者和医疗界人士认为，“网
约护士”满足了百姓多样化、多层次的健康需
求，拥有巨大的市场潜力。但发展过程中相关
政策的配套和行为规范，将决定产业的未来
走向。记者采访多家医院管理者，他们的态度
普遍较为审慎。由于目前“网约护士”主要是
利用业余时间为患者服务，对医院护士资源
和管理的影响暂时没有显现。多位专家认为，
要让“网约护士”服务健康发展，还有很多政
策、法律和技术问题需要解决。

有专家认为，应逐步、谨慎放开护士多点
执业，将“网约护士”纳入卫生行政部门监管。
“三分治病七分护理”这句话说明了护理的重
要性，目前医师多点执业政策放开的步子较
大，但护士多点执业的突破还很有限。

作为一个新生事物，专家认为，“网约护
士”的运作规律不同于传统的医疗，有关部门
应尽快介入，规范相关行为，避免一哄而上、管
理滞后。另外，“网约护士”管理也需分层级、分
类别。山东大学第二医院护理部主任林兴凤认
为，目前医院的护士是分类的，如有的是临床
护士，有的是门诊护士。同时也是分层级管理
的，如有的是助理级别，有的是副高级别。未
来，随着“网约护士”的发展，提供的服务事项
日益增多，分类、分级别管理将十分必要。

“网约护士”：昙花一现还是必然趋势
有关部门正在抓紧研究制定政策，完善相关监管措施，规范行业发展

▲ 6 月 24 日，第 21 届上海国际电影节金爵奖颁奖典礼在上海大剧院举行。图为获得
“最佳影片奖”的《再别天堂》导演巴特巴雅尔·绰格萨姆（左一）和其他主创人员在台上领
奖。 新华社记者刘颖摄

47 部世界首映！84 部亚洲首映！118 部
中国首映！“一带一路”电影“朋友圈”不断扩大！

25 日闭幕的第 21 届上海国际电影节交
出靓丽答卷。旨在打造亚洲一流、对标“世界
顶级”的这一国际电影盛会，再次刷新纪录。

过去 10 天，500 多部各国影片和千余中
外影人在上海聚首。这座海纳百川的国际都
市、这个中国电影的梦想摇篮，敞开胸怀，拥
抱电影，拥抱世界……本届金爵奖主竞赛单
元评委会主席姜文说，上海国际电影节不仅
属于中国，更属于世界。

上海是中国电影的发祥地，跨越 3 个世
纪，历史悠久的电影文化基因，深深融入都市
的血脉和肌理。电影归根到底是一种科学技
术，科学技术归根到底要依靠创新。中国改革
开放 40 年，电影节本身也是创新的产物。

上海国际电影节正是这样一个平台。新
人辈出，佳片云集，从电影创投到国际电影市
场，从亚洲新人奖到金爵大奖，一步一脚印，
推动中国电影、亚洲电影、世界电影不断成
长。近年来，又有“一带一路”电影节联盟，从
生根发芽、到茁壮成长，“电影节的朋友遍天
下”，一起做活、做大、做强电影产业。

在传承中创新，在创新中开拓。

从 1993 年的第一届，到 2018 年的第 21

届，上海国际电影节如弱冠之青年，英姿勃
发、桃李芬芳。进入新时代，上海国际电影节
经国际电影制片人协会指定，成为新设立的
电影节委员会首批成员，中国电影产业话语
权和影响力不断彰显。进入新时代，上海国际
电影节为中国电影“走出去”增添更多文化自
信。越来越多的国际新片和知名影人抵达上
海，向世界推介电影。

上海国际电影节的进步，也是中国电影
产业的进步，更是擦亮文化“金名片”、打造“上
海文化”品牌的进步。上海服务、上海制造、上
海购物、上海文化———“四大品牌”建设不断加
速，能级不断提升，集中呈现于电影产业。所
以，上海国际电影节好比是现代电影工业的
风向标，好比是中国融通世界的文化之窗。

人们高兴地看到，上海国际电影节每年
都有新变化、新进步。其实，这种变化和进步
所折射的，是世界文化在上海的合作交流不
断加深，上海文化的核心竞争力不断增强。

不忘初心，上海始终站在中国电影、亚洲
电影、世界电影的潮头。以电影的名义，携手
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近 30 个国家的电影
节机构代表在上海发出共同声音。面向未来，
上海国际电影节必将成为世界电影合作共赢
的推动者、践行者！ (记者许晓青、黄扬)

追寻光影绮梦 对标世界一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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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少平台投资者和医疗界人

士认为，“网约护士”满足了百姓

多样化、多层次的健康需求，拥有

巨大的市场潜力

专家认为，“网约护士”的运

作规律不同于传统的医疗，有关

部门应尽快介入，规范相关行为，

避免一哄而上、管理滞后

新华社杭州 6 月 25 日电(记
者裘立华、王怿文)浙江省宁波市
霞浦街道霞南村的长山岗上，静
静地矗立着一座墓碑。这座墓碑
高半米左右，凹凸不平的石碑上
刻着几个字——— 泉张公墓，看起
来毫不起眼。

这是一座“衣冠冢”，“主人”
叫张人亚，原名守和，字静泉。张
人亚 1922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是
上海当时最早的也是仅有的几名
工人党员之一。

在上海中共一大会址纪念
馆，有一件重要展品——— 中国现
存最早的《共产党宣言》中文译本
之一。

你可能很难想象，包括这份
《共产党宣言》中文译本、中共二
大确定的《中国共产党章程》等在
内的一批珍贵历史文献，正是秘
密地藏于张人亚衣冠冢长达 20
多年，才得以留存至今。

出生于 1898 年的张人亚，在
1913 年成为上海老凤祥银楼的
一名金银首饰制作工人。1922
年，张人亚领导上海金银业工人
大罢工，现在留存的当年上海金
银业工人千人大照片中，张人亚
风华正茂。

根据档案资料显示，中共二
大会议结束后，中央领导机构按
照规定，将大会通过的章程和 9
个决议案送给莫斯科的共产国
际；与此同时，还将文件铅印成
册，分发给党内的有关人员学习
贯彻，张人亚也获得一本。

除此之外，张人亚还有一批
包括《共产党宣言》在内的马列主
义著作、文件和刊物。这些著作、
文件和刊物，成了他的精神指南。
张人亚开始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勇
敢无畏的中坚分子，将所有身心
都扑在革命事业上。

在他的一份手迹中，他这样
表示自己的坚定信念：“我虽是带
小资产阶级性的手工业工人，可
是我的境遇，已够使我忠于无产
阶级……过去的事实已告诉我
了，所以我加入共产党并不是偶
然的事。”

1927 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发生，白色恐怖笼罩上
海，中国革命形势急转直下。

在这危急关头，张人亚首先想到的是党的文件和马
克思主义书刊的安危。1927 年年底，许久没有回乡的张
人亚，匆匆地推开了宁波霞浦的家门。

张人亚的父亲张爵谦见到儿子，喜出望外。让他没有
想到的是，儿子此行交给他一个重大而秘密的任务———
妥善保管一批文件和书刊。

“我的祖父，在二伯父离开之后没几天，就和村里的
邻居说，静泉这么长时间没回来了，估计已经不在了。”张
人亚侄子张时华回忆道，“他上山搞了一个坟，放了个空
棺材。”

就这样，张爵谦编了个“不肖儿在外亡故”的故事，
为张人亚和他早逝的妻子修了一座合葬墓穴，接着用油
纸裹好文件，秘藏进空棺里，并始终将这个秘密埋在心
底。

“祖父没有和任何人说起这个空坟的秘密。为了安全
起见，他还在二伯父的墓碑上少刻了一个字，把‘张静泉’
刻成了‘张泉’。”张时华说。

然而，张爵谦却一直没能再等到儿子张人亚回来。他
不知道，1931 年 11 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张人亚不
久就前往瑞金。在苏区，他先后担任中央工农检察委员会
委员、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出版局局长兼印刷局局长，出
版、印刷与发行了一大批苏区急需的政治、军事、经济、文
教等方面的书籍。

张爵谦也不知道，1932 年底，张人亚病故于从瑞金
去福建长汀检查工作的途中，时年 34 岁。

新中国成立后，耄耋之年的张爵谦没有等来二儿子
的任何消息，这才叫来三儿子张静茂，向他揭开了“衣冠
冢”之谜，并要求张静茂将这些文件交给上海的相关部
门，再转呈中央档案馆予以保存。

张静茂把从墓穴中取出的文件书报和照片带回上海
后，专门刻了两枚“张静泉(人亚)同志秘藏”和“张静泉
(人亚)同志秘藏山穴二十余年的书报”字样纪念图章，分
别盖在文件和书报上。

这批由张人亚生前冒着生命危险保护下来的革命文
物中，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珍藏的《共产党宣言》、中央档
案馆珍藏的《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大会决议案》和国家
博物馆珍藏的《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大会决议案和宣
言》，均为国家一级文物。

张爵谦晚年躺在临窗的病榻上，常常盯着院子大门，
等待熟悉的身影……

数十年来，张氏后人一直都在苦苦寻找张人亚的下
落。2005 年，历经周折的张氏后人，终于在江西瑞金找到
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机关报《红色中华》刊
登的悼词，找到了张人亚的消息。

这份刊登于 1933 年 1 月 7 日《红色中华》报上的《追
悼张人亚同志》的悼词写道：“人亚同志对于革命工作是
坚决努力，刻苦耐劳的，在共产党内始终是站在党的正确
路线之下，与一切不正确思想做坚决斗争，在党内没有受
过任何处罚，因为努力工作为革命而坚决斗争使他的身
体日弱，以致最后病死了。”

“拿到这份悼词后，我们回到宁波霞浦老家，到我祖
父和我父母的坟前祭拜。”张人亚侄子张时才回忆当时的
情景时不禁老泪纵横，“我们把悼词读给他们听，告诉他
们，你们的儿子，你们的二哥，是为革命牺牲的，你们可以
放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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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 1 版）25 日上午，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庄严肃
穆，哀乐低回。正厅上方悬挂着黑底白字的横幅“沉痛悼
念赵南起同志”，横幅下方是赵南起同志的遗像。赵南起
同志的遗体安卧在鲜花翠柏丛中，身上覆盖着鲜红的中
国共产党党旗。

上午 9时许，习近平、李克强、栗战书、汪洋、王沪宁、
赵乐际、韩正、王岐山、胡锦涛等，在哀乐声中缓步来到赵
南起同志的遗体前肃立默哀，向赵南起同志的遗体三鞠
躬，并与赵南起同志亲属一一握手，表示慰问。

党、国家、军队有关领导同志前往送别或以各种方式
表示哀悼。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赵南起同
志生前友好和家乡代表也前往送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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