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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福”好，在于日常的好习惯
刘颖作为上海新浦口腔总

院长，在负责医院管理的同时，
更是一位业界颇有名气的种植
科医生。谈及“口腔健康与全身
健康”的问题，刘颖向我们层层剖
析：老百姓常说的“病从口入”不
是一个简单层面的问题。从简单
的龋齿来讲，其实龋齿是细菌导

致的，致病菌破坏后，病灶一直在
牙齿。“可以理解为我们吃的每一
口饭，它都有细菌顺着我们嘴巴
就进去了。”从长远来看，因为不
注意口腔卫生而导致的牙周炎等
一些症状，可能还会引起糖尿病
等疾病，甚至跟许多全身性的疾
病都有关系。因此，刘院长强调，
过年吃完一些容易附着在牙齿上
的食物的时候，养成洗漱的良好
习惯，并且可以使用牙线近一步
清洁。尤其是喜欢吃糖的小朋友
需要格外注意，小朋友的牙齿窝
沟深，缺少清洁容易有蛀牙的隐
患。与此同时，坚果、硬壳海鲜和
瓶盖等坚硬的物体对牙齿也造成
很大的威胁，过年咬崩牙齿的例
子在刘颖眼里并不少见，尤其是
蛀牙和经过治疗的牙齿在咬硬物
的时候更容易崩裂，“崩得小可以
补，崩得大就得拔了”。

尽早修复缺失牙，饮食
健康无顾虑

同样面对过年餐桌上各种
各样的美食时，装有种植牙的群
体更有“口福”。因此，不管是上
了年纪的老年人，还是因为某些
问题引起牙齿缺失的中青年人，
刘院长都提倡大家早点进行缺
失牙修复。他介绍说，在缺牙修
复上，主要有活动假牙、固定假牙
和种植牙三种修复方式。值得一
提的是，种植牙的修复方式不损
伤邻牙，使用时间长，有强力的支
撑，因此缺牙修复后还是能吃很
多东西。而活动牙齿的材料一般
都是树脂，树脂牙有易磨损和老

化的特点。另一方面，烤瓷牙使
用时间长容易出现塞牙的情况，
主要由于时间长牙龈后退，密合
处的肩台露出，食物和细菌残留，
导致牙龈继续往下吸收进而出现
塞牙的情况。相比之下，种植牙
在后期使用和维护上有一定优
势，“只要种植体周围是健康的，
那就不存在什么问题，当然前提
是你日常维护好定期复查，种植
牙理论上来讲可以用一辈子。”尽
管如此，刘院长还是强调，治疗方
案合适最重要。医生在制定治疗
方案时应该站在客人的看问题，并
不是所有人都适合种植牙修复。
在治疗前，医生将会观察客人的骨
质条件、血压和血糖等情况进一步
判断是否合适做种植牙修复，有明
确的临床标准，例如血糖稳定影响
客户的抗感染能力和愈合能力。

关爱家人，从关爱他们
的口腔健康开始

人人都有“口福”才是幸福
年，因此，往往很多老年人的口腔
健康是每年此时辛苦忙碌了一整
年的子女回家过年时应该关注的
问题。很多老年人担心自己基础
疾病较多，不适合种植牙，其实不
然。过程中，刘院长就分享了一
对崇明老夫妇互相搀扶着来看牙
的故事。原来，这对老夫妻中的
阿姨想要做种植牙，但是前后来
了三次没种成。一是因为血压太
高，二是脉压差太大。所以要达
到她所希望的那种“即拔即种即
刻修复”的效果，难度实在太大
了。因此，刘院长一度建议还是

给阿姨换活动牙，没想到，叔叔就
是不同意。“老人家就特别想给他
老伴种植牙，他很希望老年生活
过得舒服一点，不要活动牙不舒
服。”意外的是，第三次来的时候，
阿姨没种成，叔叔自己整好也有
缺失牙，他对老伴说“这样，你看
我先种，我种完之后没事你也不
用紧张了”。果然，整个过程阿姨
在看过之后就安心了。第四次再
过来时候，血压也下去了，完全符
合了接受种植牙的条件。而整个
过程中，叔叔就一直在手术室陪
着，握着阿姨的手跟她说话，缓解
她的紧张情绪。“我印象特别深
刻，两位老人真的走路都猫着腰，
颤颤巍巍，但这种互相鼓励的状

态特别好。”
刘院长表示，在见证这对老

夫妇耄耋之年的亲情和爱情之
时，新浦口腔也竭尽所能让他们
感受到家的温暖。因为在医院
突然接诊的情况下没有备好技
师，装不了牙，但担心老夫妇来
回舟车劳顿，新浦口腔免费为两
位老人解决当天的住宿问题，方
便第二天的临床治疗。刘院长
表示：关注客户的口腔问题，是
责任的承担；关爱家人的口腔问
题，是爱的传递。真心希望新浦
口腔的全体员工可以听过贴心
的服务，辐射周围社区，为上海
人民的口腔健康出一份力。

文/王婳 陈舒婷

在重要历史时刻开机
万物生长的季节里，春雨是

最珍贵的馈赠。2020 年 3 月下
旬，安吉白茶正式开采。茶山上，
采茶工们动作娴熟，她们的手指
上下翻飞，片片茶叶飞入小藤筐
内。此时，纪录片《太湖之恋》的
摄像机正在抓拍这美妙的场景。

这是《太湖之恋》开机拍摄的
第一个故事。第一站选在安吉，
不仅是“三月龙芽占春枝”，还因
为这里是两山理论的发源地。

2005 年 8 月 15 日，时任浙
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在安吉余

村考察时首次提出“绿水青山就
是金山银山”的科学论断。15
年后，2020年 3月30日，习近平
总书记再次来到余村考察，关怀
当地百姓的生活，关心当地生态
文明的建设发展。

当日，驻守安吉的《太湖之
恋》摄制组正拍摄余村三十公里
外的黄杜村茶农。习近平总书记
对安吉、对太湖流域发展的关怀，
也激励着导演组要记录并讲好太
湖的故事。

地处长江三角洲核心区域，
太湖地区是“一带一路”和长江
经济带的重要组成部分，而水资

源在支撑流域经济社会发展、维
系生态平衡和优美环境中起到
了重要作用。但太湖水的污染，
一度成为摆在人们面前的难
题。随着习近平总书记“两山”
理论在太湖流域正式提出，一系
列标准最严格、手段最严厉、监
控最严密的政策相继出台，在保
护中开发、在开发中保护，成为
了太湖流域污染防治的亮点。
纪录片《太湖之恋》以“太湖流域
生态治理进程”为样本，展现环
太湖流域城市在打好太湖水治
理攻坚战中，率先走出的一条产
业转型升级与环境保护相协调
的高质量发展之路。

经过近两年的创制，这部作
品将成为新的一年东方卫视精品
纪录片时段的开篇之作。它分为
《江南之心》、《锦绣风物》、《碧水
入画来》三集，每集45分钟。

聚焦见证变迁的普通人
纪录片《太湖之恋》将镜头

对准了见证太湖变迁的普通人。
安吉余村的潘春林当年在

矿场开拖拉机，转型后他带头开
起了农家乐，如今的“春林山庄”
在十多年的生态修复后宾客盈
门，年营业额近千万；湖州高新

区的蟹农龚炳根拆了太湖里的
围网，带着他的螃蟹回到岸上

“二次创业”，坚持生态养殖的他
现在收成多了两成，还成了当地
的“蟹王”；南太湖的渔民姚国庆
响应太湖岸线综合整治整体搬
迁的号召，放弃了以船为家的生
活，住到了岸上的渔民新村，现
在的工作是照料景观风帆渔船，
他的身后是游人如织的亲水岸
线和新地标月亮酒店；在鼋头渚
景区的蓝藻打捞队长王建伟皮
肤黝黑，已经坚守了15年，他说
没有一片蓝藻能逃过他们的眼
睛；而中科院湖泊所59岁的研究
员秦伯强，以湖为家、潜心研究，
提出了很多良方，使太湖治污由
粗放转向精准……记录下他们
的故事，也就记录下了随着太湖
水的治理改善，太湖人获得的崭
新美好的新生活。

总导演刘丽婷介绍说：“太
湖的历史文化与今日的生态文
明，是纪录片工作者取之不尽、
用之不竭的创作源泉。”《太湖之
恋》讲述了江南地区长期以来人
与水的共生关系。密集的人口
和过度发达的工业，也成为了太
湖之殇，洪水、蓝藻、水污染等让
人深思。太湖流域的人民，又成

为最早聆听“两山理论”的人，成
为最早践行“河长制”的人，成为
最早领会到“生态文明”思想，和
最早尝到永续发展硕果的人。

唯美画面展现出最美景观
从制作上，《太湖之恋》以4K

数字摄影机作为主器材，辅以高
速、延时、航拍、微距、水下摄影
等特殊摄影手段拍摄了太湖流
域最美的景观和人民，留下了时
代的生动面孔和唯美画面。在
包装上，导演组选用了青绿山水
加金色线条的全手绘风格，既与
实拍画面交融、体现江南灵秀之
美，又在配色上饱含“绿水青山
就是金山银山”的美好寓意。

“生态文明是关乎民族永续
发展的根本大计。上海广播电
视台长期以来以生动讲好生态
文明的故事为自觉使命，之前曾
推出过很有影响力的《长江之
恋》《青海·我们的国家公园》等
佳作。《太湖之恋》不仅仅是新的
一年东方卫视精品纪录片时段
的开篇之作，也是我们纪录片中
心2022年将要播出的一系列生
态文明纪录片的第一部。”上海
广播电视台纪录片中心主任王
立俊介绍说。

吃好喝好迎新春，口腔健康是关键
一年一度的新出佳节即

将来临，人们对合家团圆的幸

福时刻愈加期待，但是餐桌上

的美食对口腔健康是一种潜

在的挑战和考验。虽说美食

关乎着满足感和幸福感，但口

腔健康更关乎着全身健康。

如何在舌尖上和牙口上都过

个好年？上海新浦口腔总院

长刘颖提醒，过年回家，不妨

多关注家人的口腔健康。

纪录片《太湖之恋》元月4日东方卫视开播

唱一曲新时代《太湖美》
3集系列纪录片《太湖之恋》明年1月4日起每周二晚10：00在东方卫视首播。这是上海广播电视台围绕生态文明建设

和长三角一体化背景创作的又一部大型纪录片，它着力展现了近些年来太湖流域城市在生态文明建设上所作的努力、人民
安居乐业的美好图景，形象化阐释了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的理念。 青年报记者 陈宏

《太湖之恋》海报。 受访者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