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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众循声而来，纷纷举起手机，拍下“罗密欧”与“朱丽叶”在阳台上的分别。 上海大剧院艺术中心供图

用公益诠释责任
上海链家 2021 社会责任报告正式发布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企业
和组织用行动积极承担社会
责任，与时代同行。而以公益
之手创造社会价值， 正成为
中国企业践行社会责任的新
议题。
在此趋势下，上海链家于

近日发布了 《2021 年社会责
任报告———向上向善，让社区
更美好》。 报告集中展示了这
一年来上海链家社区公益实
践取得的成果，诠释了如何以
社会公益立企业担当。

美好社区 让居住更具品质

公益从来都不是一时一刻的热
情，而是通过持之以恒的耐心、解决
问题的决心和共同努力的初心，构建
美好社会。 而落到上海链家身上，公
益的目标就更加清晰———助力美好
社区建设，让居住更具品质。

社区不仅仅是居民生活的地方，

还承载着他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宜
居、宜业、宜游、宜学、宜养。《上海市城市
总体规划（2017—2035年）》提出打造
“15分钟社区生活圈”，让居住更舒心。

作为长期扎根社区、服务社区的
企业，上海链家始终坚持初心，用心、

用爱营造美好社区。链家提倡每个经
纪人每年抽出 36 小时投身公益，仅
2021年，参与公益活动的经纪人就达
到 123521人次， 公益服务总时长为
192727小时，累计服务 201357人次。

（数据截至 2021年 11月 30日，下同）

“做社区好邻居”这件事，链家已
经坚持了很多年。2021年， 链家从多
个维度履行好邻居的责任，力求将每
一份爱和善意都落到实处。

向上向善 数字背后的坚守

链家创始人左晖曾说过：“向上
向善，是我们企业的精神本质。我们
这代人有责任做一些公益性质的工
作，去做烟花幕后的那些事，去干脏
活儿、累活儿。新一代企业，要为创造
真正的价值而奋斗。” 遵循这一精神
本质， 上海链家始终坚持基于门店
多、离社区近等优势，开展各类公益
行动。

基于链家门店， 打造共享空间。

一方面，上海链家携手新华书店打造
了 200多家“城市书房”门店，成为公
共图书馆的有效延伸， 累计借阅达
1461次。不仅如此，“城市书房”还举
办了各种类型的文化公益活动，强化
服务共享。

另一方面，上海链家还提供了包
括应急打印/复印、应急雨具、询路指
引等社区十大便民服务，累计服务突
破 20万人次。特殊时期，链家门店还
曾变身疫苗接种点，为构筑免疫屏障
贡献一份力量。

聚焦社会议题， 提供解决思路。

针对老年人智能手机使用难题，上海

链家推出“我来教您用手机”公益课活
动，帮助他们跨越“数字鸿沟”。报告显
示，链家今年已累计举办“我来教您用
手机”公益课活动 63场，共 70小时，参
与老年人达 700人次。

上海链家不仅以自身之力回馈社
会，也通过捐建爱心图书馆等向社区居
民传递爱心。

“益起”向善，为更美好的社区。截
至目前，上海链家党委已与上海市 8个
街道、60 多个居委会完成党建共建签
约， 累计开展了 100 多场党建共建活
动，参与社区党员和群众达 2000多人。

建党 100周年之际，上海链家党委还组
织“百年百场 共读经典”活动，受到党
员和居民的欢迎。

共生共融 社区公益的新时代

链家 COO王拥群说：“作为一家有
责任的企业，未来链家不仅要链接每个
家的故事， 还要努力与城市 ‘共生共
融’，继续延展社区服务的边界，创造更
美好的社区生活。”

在此基础上，上海链家打造“城市
书房”、举办手机课堂、提供便民服务，

努力融入社区，企业坚守社区、服务社
区的公益初心，多年来一直未曾改变。

在各行各业中， 能让整个社会变
得更好的企业， 才有机会实现长期
的、可持续的发展。

安宫牛黄丸不是神药
专家：药物皆有适应证，警惕滥用

■本报记者 顾泳
实习生 王蕴懿

中药安宫牛黄
丸最近成了网红。市场价格显示，北京同仁堂将该
药价格上调 10%，部分年份较为久远的安宫牛黄丸
甚至拍出天价。网友评价“是神药，急性脑梗、孩子
发热吃完效果立竿见影”， 安宫牛黄丸真的这么神
奇吗？本报记者为此采访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曙光
医院传统医学科主任窦丹波教授，专家明确：即便
中药应用也需有适应证，警惕滥用更值得重视。

价格热炒源于资源匮乏
安宫牛黄丸是什么药？窦丹波介绍，该药是中

药传统名方，属于“温病三宝”（包括安宫牛黄丸、紫
雪丹、至宝丹）之一，在治疗发热性急症上的确有较
好功效，因此口口相传获得良好声誉。北京同仁堂、

杭州胡庆余堂，或是香港马百良牌等传统中药房均
有该药出售。

奇货可居，或许成为此次安宫牛黄丸涨价的原
因。 专家说，1993年前生产的安宫牛黄丸以犀牛角
为原料，自犀牛角被禁用后，由水牛角浓缩粉代替。

正因此， 市面上 1993年前生产的安宫牛黄丸成为
香饽饽，而 20世纪 60年代生产的安宫牛黄丸更是
拍卖出天价。

安宫牛黄丸，真的“越老越有效”吗？窦丹波说，

由于资源匮乏、政策法规等现实因素，传统中药原
料现在很难获得，当代制药自然会寻找替代，尽量
保持或适量降低药效，这是权宜之计。实际上，用水
牛角代替犀牛角自古就有，现在也有用人工麝香代
替天然麝香。原料成分不同，自然会影响功效，但影
响到何种程度，仍是因药而异，需要更多临床证据。

他同时厘清概念：药物是不是越久越好。有些
药物需要长期放置，如陈皮、阿胶，使用新药可能导
致上火，但有些药却会因为久置而变质。很多传统
中药未必有非常确切的保质期，出厂后通常标明的
是符合药监局规定的安全期限，有效与否仍需个案
分析。

不建议家庭常备
无论是中药还是西药， 价格和功效之间没有必

然联系，关键是要考虑适应证。“即使是很便宜的药，

只要用对症就能有很好的效果。 安宫牛黄丸高价不
完全与它的效果有关， 内中还牵涉许多复杂的市场
行为，”在专家看来，“这样的市场热炒并不理性。”

成为网红后， 不少家庭还将安宫牛黄丸当成家
庭常备药。专家认为，药物滥用更值得警惕。事实上，

安宫牛黄丸不能用于治疗坊间传闻的脑梗后遗症或
者日常保健。例如，安宫牛黄丸很难真正起到急救作
用，中风分为很多种类，如何使用需听从专业医生判
断。再如，孩子高烧时家长会给他们吃一些，也有效
果，但“杀鸡焉用宰牛刀”？用药作为临时措施或许可
以，但是不能作为科学、安全的处理方法。

专家建议： 市民不必盲从养身保健的广告宣
传，在缺乏专业知识的情况下，当病人确实需要安
宫牛黄丸时，也基本到了需要入院的地步，还是建
议立即送医。

推动古籍善本走向大众
1800余件佳品亮相大剧院

本报讯 （记者 李君娜）昨天起
至 12日， 上海博古斋秋季大型艺术
品拍卖会在上海大剧院举行。免费展
出 1800余件古籍佳品， 为广大古籍
专业人士及爱好者提供一次难得的
近距离观赏机会。

自成立以来，上海博古斋始终致
力于古籍善本的发掘与传播。 一方
面，立足古籍专业优势，打通了古籍
研究与流通市场；另一方面，借助数
字技术，依托“博古斋在线”小程序，

推动古籍善本跳脱“专业”门槛、走向
大众。

传统刻本主题中，明版一直是市
场热点。此次博古斋另辟蹊径，为广
大藏家展现明刻集部类古籍。

现场展出的明代刻印之明人名集
包括：经折装本、明万历间绣水沈氏尚
白斋刻本《陈眉公珍珠船》四卷，明万历
四年至五年凌氏桂芝馆刻本 《左国膄
词》八卷，明刻本《广虞初志》四卷《续虞
初志》四卷，明嘉靖十五年（1536）秦汴
绣石书堂刻本《锦绣万花谷》，明万历十
六年（1588）陆弼刻本《丹铅总录》二十
七卷，明周应麐刻本《袁中郎十集》十六
卷，明天启间刻本《玉茗堂文》十六卷
《赋》六卷。

清代刻书中， 禁毁书也是市场热
点。明末清初之际，诸大家藏书丰富。清
康熙后， 明季诸贤诗文集被毁者不少，

文坛蒙其殃。此次博古斋秋拍搜索了不
少拍场首见之本， 包括清康熙元年

（1662）赖古堂刻本《赖古堂名贤尺牍新
钞》十二卷、清乾隆间水绘庵刻本《同人
集》十二卷、清康熙三十六年（1697）蒋
国祥刻本《箧衍集》十二卷等。

“缮本”一般指的是雕版字体工整
秀丽又经过精审的校勘的书籍。本次展
出集中呈现了清乾隆间霁云阁精写刻
本《邗江杂咏一卷附题词》、清乾隆五十
九年（1794）陈氏家刻本《迦陵先生填词
图》二种、清乾隆刻本《刘海峰文集》八
卷、清光绪刻本《墨霞堂诗钞二种》、民
国壬申（1932）董康刻本《苍梧词》十二
卷等。

此外，沈曾植“海日楼丛札”专题引
人注目。沈曾植为清末民初大儒，一生
撰述颇丰，研究范围跨越中西、博通古
今，涉足领域十分广泛。本次展示以“海
日楼丛札”专题，为大家展现了一组沈
曾植未刊稿及一些已刊诗文的草稿。丛
札大致可分为六个部分： 学术考证、历
史地理公文、诗词及札记、宗教、书法、

友人唱和诗稿。

4个月赔付 2.2亿元，高赔付率背后是“返利于民”的理念

“沪惠保”撑得住吗，“医、患、保”如何平衡

■本报记者 黄杨子

截至 10月 31日，“沪惠保” 生效 4个月，

累计赔付保险金额 2.2亿元， 受理理赔申请人
次为 47761，获赔人次为 45635。

这一组“天价数字”，引发了社会的广泛关
注与热议———此前， 在 9月中旬，“沪惠保”官
方曾发布数据， 从 7 月 1 日至 9 月 17 日 17

时，累计赔付保险金额 1.28亿元，相较承保首
月，赔付金额的月增幅高达 506%，受理理赔服
务量也暴增 5倍以上（当时为 25400人次）。

“照这样赔下去，‘沪惠保’撑得住吗？”不
少保险从业人士和市民均发出这一疑问。作为
上海市首款普惠型城市定制型商业医疗保险
产品，“沪惠保”当仁不让成为今年沪上炙手可
热的全民“网红”保险。“沪惠保”对于市民而
言，“惠”在何处？高赔付率究竟意味着什么？政
府机构和保险企业如何找到其平衡点？

“沪惠保”缘何受青睐
11月 2日，“沪惠保”官方信息显示，生效 4

个月累计结案率 96%，平均结案时长 2.4个工
作日。在获得赔付案例中，女性占比 49%、男性
占比 51%；18至 65周岁占 54%，其中 26至 50

周岁占总赔案量的 20%。65 周岁及以上占
44%，18周岁以下占 2%；获得赔付的被保险人
中， 年龄最小的仅 1周岁， 年龄最大的为 100

周岁；单次最大赔付金额为 30万元。

先来回顾“沪惠保”的诞生。4月 27日正式
发布，至 6 月 30 日 17 时投保通道关闭，总参
保人数超 739万，创下该类险种的首年参保人
数之最，首年参保率高达 38.49%。这意味着，

在基本医保参保人数约 1900万的上海，不到 3

人中就有 1人投保了“沪惠保”。

在不少市民对于保险产品依旧持负面态
度的当下，“沪惠保”为何能被广泛接受？上海
市卫生和健康发展研究中心卫生绩效评价研
究室主任王力男表示，其由政府背书的属性是
关键———上海市医疗保障局指导、上海银保监
局监督、上海市大数据中心技术支持、上海市
保险同业公会协调、9家知名保险公司共同承
保，官方背景可见一斑。

另一亮点则是，“沪惠保”可使用个人医保
账户余额支付。“虽然金额不多，但扩充了医保
资金的支付范围，这一点能够显著提高居民投
保意愿。”王力男说，“第三点，就是产品本身的
属性了：‘沪惠保’的保障重点是医保之外的自
费项目，也没有既往病史、年龄等限制。”这意
味着，115元的保费，可得到住院费用最高报销
100万元、特药费用最高报销 100万元、质子重
离子治疗费用最高报销 30万元等保障。 在医
疗水平处于全国前列、新药特药可及性强的上
海，这无疑也是吸引市民的重要砝码。

“返利于民”初心普与惠
不过，市民的青睐也为“沪惠保”带来了意

想不到的“热”：以首次公布的数据来看，2个月
支出 1.28亿元，时点赔付率 15％，月平均赔付
率 7.5％，即使在后续赔付率不上升的前提下，

满期赔付率也将超过 90％。赔付率高企，是否
给“沪惠保”的发展埋下了隐患？

渤海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养老健康事
业部副总经理严霄对此持悲观态度，“根据商
业医疗险理赔规律来看，以典型团体保险企业
补充医疗为例，通常下半年的理赔率明显高于
上半年，而此类惠民保的保障对象主要为重大
疾病患者，一旦开始理赔，会根据治疗进程持
续申请，资金面临极大压力。”

但王力男则指出了另一个重要观点，“在

对‘沪惠保’制定讨论的过程中，就曾有专家提
出，第一年总盘若微亏，是可控、可预见的‘返
利于民’。”在她看来，高赔付率之于政府定制
的惠民保，是一项必须达成的目标。因此，让更
多市民享受平等的“惠”，才能形成全社会长期
参与的“普”。

不过，也有专家提出，“沪惠保”在制定中，

对医保外自费部分毫无范围限制，但医保目录
中，自费药品总量多达 19万种，大量贵价新药
都在其列。 基于这一医保外责任的风险特征，

还需得到监管指导部门和承保机构的高度重
视，“如果能尽快建立自费药品等项目的正面
清单和调整机制，或许能进一步优化产品的长
期发展。”

另一个有意思的现象是，在“沪惠保”大热
的同时，许多城市的惠民保首年赔付率甚至不
到 50%。 以浙江某市惠民保为例，2021年，参
保人数 470万人，保费收入逾 7亿元，但承保 5

个月以来，赔付金额仅刚过 1亿元。同时，已有
部分惠民保结束第二轮续保，以广东某市惠民
保为例，参保人数由第一年的 103.95万人降至
75.98万人。

“这是因为部分产品在制定精算中过于保
守，赔付率低、获得感差易导致脱保。”王力男
解释了保险行业的“逆向选择”原理和“死亡螺
旋”理论。“‘逆向选择’指的是，保险产品如果
对参保者不分健康状况统一收费，则产品对重
病患者的价值较对健康人群高得多。 那么，健
康人群趋向于退保，为了保本，保险公司则只
能提高保费。”

她表示，“死亡螺旋”就是逆向选择而导致
的，“为避免惠民保陷入这一 ‘劣币驱逐良币’

的困境，需要相关决策者不断提高控费和疾病
管理能力。同时，为了平衡相关产品的风险和
保费，与市民的健康管理相结合也是未来可以
考虑的方向。”

“惠民保”在尝试中成长
无论各地惠民保产品孰热孰冷，2020年确

实成为 “惠民保元年”，2021年更有了蓬勃发
展。去年 3月，中共中央、国务院《深化医疗保障
制度改革的意见》出台，明确了我国多层次医疗
保障体系建设的目标， 商业医疗保险是其中组
成部分，起补充保障作用。“这一文件层级高，且
是医疗保障领域专门的纲领性文件， 是对商业
健康保险的政策利好。”复旦大学公共卫生学院
副教授张璐莹表示。

她提到，大多数省市地区的医保、卫生等部
门均对惠民保给予了支持。“政府部门参与的原
因主要有二：一是为建立健全多层次、补充基本
医疗保障制度的体系； 二是出于现实诉求。”张
璐莹解释，目前，省级层面已不再有根据当地情
况调整医保报销目录的权限， 各地政府为满足
本地居民的需求、 支持本地生物医药企业的发
展，急需在全国统一的基本医疗保障待遇外，寻
求“定制化”的保障方式。“这也是为何各地惠民
保均强调‘定制’，基本一地一策。”

此外，新冠疫情暴发后，国民对重特大疾
病保障、获得多元化医疗服务的需求再次达到
高点。“过去，以市场主导的商业健康险产品或
许难以抓住大量市民的心，但惠民保的强烈民
生色彩，正在让这一情况悄然变化。”

近日，本市银保监局发布消息，拟对即将
于 12月 31日到期的《上海市医保专属商业健
康保险业务管理办法》进行修订，进一步推进
医保个人账户资金购买商业健康险业务的健
康发展。正如“沪惠保”所说，“好保障温暖一座
城”，一个优秀的惠民保产品，应该是基本医疗
保障体系的跟随者， 同时发挥补充支付的力
量，有效平衡“医、患、保”三方利益。“我们期待
在这套复杂精密的运行体系下，让更多人民切
实得到健康保障。”王力男说。

扩招近一成仍一座难求

匠心学堂豪华师资传衣钵
本报讯 （记者 徐瑞哲）“全市招、零学费、发证书、计学分”的“匠

心学堂”，继上半年第一期 418位学员获得结业证书后，下半年第二期
450多名学员日前圆满结业。

上海市总工会和上海开放大学将上海工匠学院的优质资源向社
会开放，尽管比 800人的招生计划扩招了近一成，“匠心学堂”仍一座难
求。每期 8周 16堂课，各行各业一线员工毫不浪费学习机会，接下豪华
师资阵容传承的工匠衣钵。

作为上海工匠学院院长，包起帆连着两期为“匠心学堂”上第一课
《上海工匠要为党旗争光、添彩》。他说，“‘匠心学堂’使更多有志成为工
匠的高技能一线职工利用周末时间走进校园。”

一步一景、一景一戏，观众穿上戏服也成“剧中人”

“阳台歌剧”首演上海音乐厅

■本报记者 吴桐

冬日午后，上海音乐厅阳台上传
来美妙的歌声，是歌剧《罗密欧与朱
丽叶》 里的男女主角正在互诉衷肠。

观众和循声而来的路人从四面八方
汇聚于广场，举起手机记录下这对恋
人的告别。 昨天，“‘走进’ 演艺新场
景———阳台歌剧”在银杏和红枫环绕
的上海音乐厅首演。这场沉浸式歌剧
表演是今年“艺树计划”的一部分，由
上海歌剧院艺术家创作和表演。在严
格执行防疫要求的前提下，“阳台歌
剧”利用音乐厅的建筑空间，在一步
一景、一景一戏中，让观众领略歌剧
之美。不少观众也穿上不同款式的戏
服，戴着面具，成为“剧中人”。

从音乐厅的北厅推门而入，金色
的雕花穹顶和汉白玉的旋转扶梯，如
同时光隧道的入口，把观众带回到一

百多年前巴黎交际花 “薇奥莉塔”的
家中。 二楼回廊之上，“薇奥莉塔”正
唱着《茶花女》中最著名的咏叹调之
一———“他也许是我渴望见到的人”。

不久前，“薇奥莉塔” 扮演者、上
海歌剧院歌剧演员宋倩曾与参加“艺
树计划” 歌剧工作坊的 34位市民共
同登上上海大剧院舞台，演唱《茶花
女》 经典唱段。“演员和观众的关系，

就像鱼和水的关系。 不要说歌剧是
‘艺术的皇冠’，也不要说它是‘阳春
白雪’，其实它离我们很近。”

为了看“阳台歌剧”，小红书博主
小樱和阿菲中午 12时就来了， 先挑
好戏服，化好妆，然后在上海音乐厅
的阳台上喝了下午茶，等着“阳台歌
剧”开场。“阳台歌剧”全长约一个半
小时， 结束时阿菲仍觉得意犹未尽：

“今天天气不错，建筑也很漂亮，穿着
戏服，有一种玩‘剧本杀’的感觉。”

作为今年“艺树计划”的压轴大
戏，“阳台歌剧” 从案头策划到最终呈
现，经历过多轮的方案论证，如何将音
乐厅的建筑与歌剧场景完美融合，是
摆在导演马达面前的一个课题。“最终
我们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 不搭一个
实景， 完全借助音乐厅的内部构造与
装潢， 甚至灯光也都尽量使用了自然
采光，用‘天然去雕饰’的方法，增强观
众的沉浸式体验。”为保证每场戏之间
能做到无缝衔接， 演出的动线设计必
须反复推敲，掐表计时。

“阳台歌剧”是沉浸式原创芭蕾
《难说再见》、“光‘音’的故事”大型
3D Mapping 墙体秀、 国风音乐现场
《海上生民乐》之后，建筑与舞台艺术
融合的又一次创新。首演后，上海歌
剧院将对“阳台歌剧”进行打磨和升
级，作为普及和推广歌剧艺术的演艺
品牌，与更多观众见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