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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妇产科享有盛誉的红房子医院
开设杨浦新院区

浦江之畔的“医疗军舰”——长海医院

杨浦18家单位被列为市、区级
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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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杨浦区文化系统有文化
馆1家，公共图书馆1家；区域内有各
类博物馆 11 家。其中，杨浦区文化
馆建筑面积11350.05平方米，杨浦区
图书馆建筑面积 7445.74 平方米。
2012年，上海市正式命名区图书馆、
区文化馆、各街道（镇）社区文化活
动中心等 50 家单位为杨浦区首批

“市民乐园”。
全 区 共 有 文 化 经 营 单 位 493

家。其中，电影放映单位6家，座位
数 5564 个，2012 年放映场次 54376

次，观众 260 万人次，票房总收入
12013万元；专业性演出场所2家、文
化表演团体2家、图书出版物（音像
制品）零售出租单位 141 家、美术品
经营单位备案9家、娱乐场所（含歌
舞娱乐场所、游艺游戏机房、台球
房）147家、网吧82家、营业性棋牌室
104家。同时，区内拥有文物保护单
位、登记不可移动文物34处，其中市
级文物保护单位3处、区级文物保护
单位 15 处、区级登记不可移动文物
16处。

2009 年 10 月 28 日，上海市红房
子医院杨浦院区正式投入运营。

在中国妇产科学界，南王北林享
誉海内外。北林是北京协和医院的
林巧稚，南王则是上海红房子医院的
王淑贞，他们都有良好的医德、高超
的医疗水平。

复旦大学附属妇产科医院由沪
上首家妇孺医院——西门妇孺医院
发展而来，1884年美国基督教妇女传
道会服务团捐资在西门外方斜路创
办妇孺医院。因建成时建筑为红色，
被广大上海市民以及患者亲切地称
为“红房子医院”，流传至今。

129年来，医院在中国妇产科奠
基人之一——王淑贞教授以及几代
妇产科人的努力下，秉承“博爱、崇
德、传承、创新”的院训，铸就了今天
的辉煌，学科发展迅速，已成为集
医、教、研于一体的全国知名三级甲
等专科医院。医院设黄浦、杨浦两
个院区总占地面积约4.3万平方米，

建筑面积 8.46 万平方米，核定床位
820张，年门急诊数约120万人次，出
院数4万余人次，居上海市妇产科专
科医院之首。现今妇产科医院专科
齐全，学科发展平衡，人才梯队完

善，形成一批独具特色的优势学科，
正逐步向建成国内一流“妇产科疑
难疾病诊治中心、妇产科高级人才
培训中心、妇产科科学研究中心”的
目标迈进。

1929年，圣心医院（今杨浦区老
年医院）有一些中国医生找到中比庚

子赔款教育慈善委员会主席赫斯
（J.Hers），想筹款购买治疗肿瘤的

设备，来解除患癌同胞的病痛。就
这样，由中比“庚子赔款”教育慈善委
员会拨款、赫斯先生负责，在居里夫
妇实验室购买了0.978克镭绽，开始
在圣心医院内开展用镭锭进行放射治
疗。1931年3月1日，“中比镭锭治疗
院”在圣心医院正式挂牌成立，为中国
第一家肿瘤专科医院，用沪上独有的
镭锭设备造福了许多癌肿患者。医院
具有慈善性质，对贫苦病人实行免费。

穿越时光隧道，圣心医院当年的
两幢砖混结构教堂式建筑主体部分
至今基本保持原来面貌，室内窗户镶
嵌欧式彩色玻璃，图案别致、色彩绚
丽，铺设地面所用的马赛克拼嵌的几
何图案亦为民国时期盛行，历经风
雨，如今这栋标志性的古建筑仍旧在
履行着它治病救人的使命，2012年，
市卫生局已正式批复区老年医院转
型为康复医院，冠名“上海市第一康
复医院”。

1949年7月，当解放上海的硝烟
刚刚消散，欢庆的锣鼓还在鸣响之
时，长海医院以崭新面貌成立于黄浦
江畔。历经 60 多年发展，长海医院
已发展为一所集医疗、教学、科研为
一体的现代化大型综合性医院。
1993年首批评为三级甲等医院，1998
年获“全国百佳医院”称号，门急诊总
量、收治病人数、手术例次、医护质
量、病人满意度均位居上海市同类大
型医院前列。

医院占地23.4万平方米，建筑面
积 52 万平方米，以具有亚洲一流水
平的门急诊大楼为代表，形成了布局
合理、设施先进的医疗建筑群。医院
下辖 1 个中医系、50 个建制科室，展
开床位 2000 余张，拥有一批现代化
顶尖诊疗设备。

自上世纪60年代以来先后形成
烧伤外科、胸心外科、肝胆外科、消化
内科、泌尿外科、中西医结合科、影像
科等特色医疗学科。目前拥有国家

级重点学科 15 个，全军医学专科研
究所（中心）14 个、重点实验室 2 个，
上海市重点学科1个、医学重点学科
2个、临床医学中心2个、专业质控中
心5个、示范学科1个。

2013 年1月，长海医院的2个项
目分别荣膺2012年度国家科技进步
一、二等奖。至此，该院连续 6 年获
得了8个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和1个
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铸就了发展史
上的新里程碑。

2012 年的最后一天，杨浦区政
府在上海体育学院举行了“杨浦区
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命名授牌”仪
式。经过评审和考核，18 家单位被
命名为“杨浦区爱国主义教育基
地”。它们分别是：国歌展示馆、上
海院士风采馆、上海印刷博物馆、

“迎接上海解放”纪念群雕、邱少云
烈士纪念馆、费达夫雕像暨市东中
学百年校史陈列室、同济中学院士
亭、于漪展示厅、杨浦公安陈列馆、

上海杨浦法院博物馆、中国人民解
放军第二军医大学校史馆、上海体
育学院中国武术博物馆、杨浦区城
市规划展示馆、上海海洋大学博物
馆、中国救捞陈列馆、杨浦区图书
馆、黄兴公园等。

其中，国歌展示馆、上海院士风
采馆、上海印刷博物馆等4家为上海
市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如果单从数
量上比较，杨浦的爱国主义教育基
地在中心城区中排名居前。

“若要苦，杨树浦，小木桥是苦
中苦”。但凡生活在杨树浦一带的
老人，都知道“小木桥”。并非这座
十来米长的木桥有什么特别之处，
而是在桥东十多万平方米的小社会

里，曾经生活着一大群社会上最底
层的工人、逃荒农民、小商贩、小职
员以及妓女与流氓，是个五方杂处
的混沌地。

那里最热闹的，当属朝阳路（今
沈阳路）拐角上的一家戏院。它始
建于 1935 年，老板给起了个响亮的
名字叫中华新舞台，曾喧闹一时，主
演京剧、淮剧及扬剧，许多名角如筱
文艳、马麟童、何叫天、周筱芳都来
过。抗战中停业，后复业并因路更
名朝阳大戏院。戏院里设施非常简
陋，没有软座，没有雅座，只有539只
长靠背座位。即便如此，朝阳大戏
院却一直维系着周围近万名贫民的
欢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