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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景顺长城、交银施罗德、兴证全
球、上投摩根、信达澳亚、博道基金六家基
金公司联合发布《2022年公募基金投资者
盈利洞察报告》。与2021年的内容相比，
此次参与研究的基金公司扩展至6家，产
品范围由主动权益拓展到偏股及偏债，并

首次对偏股产品进行区分风格的分析。同
时，报告将基民收益率用内部收益率（IRR）
刻画，并在之前的“基民行为损益”基础上，
构建“基民增益系数”来刻画基民获得感，
使其更具可比性。

近1年基民行为带来收益增益？
投资者盈利洞察报告揭秘基民投资收益

广告 投资需谨慎

青年报记者 崔子润

本报讯 3月22日至28日是第三十六
届“中国水周”。日前，“纪念第三十一届

‘世界水日’和第三十六届‘中国水周’暨中
心城区县域节水型社会达标建设启动活
动”在美丽的苏州河畔圆满举行。

活动开始，上海市节水减排宣传大使、
著名钢琴家孔祥东用一架废弃材料回收制
作而成的环保钢琴演奏钢琴曲，优美动听
的曲调诉说着珍惜保护水资源的呼声。随
后，孔祥东携手四位来自本市文明行业、文
明单位、文明校园、文明家庭的市民代表共
同发起节水倡议，呼吁广大市民共做生态
文明的传播者、节约用水的实践者、文明风
尚的引领者。

活动发布本市首批水文化遗址、遗产、
遗迹、水文化场馆的《水文化名录》，《水文
化名录》由市水务局调查编制而成，生动记
录本市一个个有温度、有生活、有故事的水
文化坐标。

除此之外，活动启动“文明节水达人”
征集活动，旨在培养学生、孩子们养成日常

良好用水习惯，探索节水金点子，争做“节
水小达人”，小手拉大手带动父母亲邻一起
践行节水文明理念。现场还布置了节水型
龙头、花洒、马桶、微水洗车、浓水回收模型
等展示平台，方便市民了解节水器具的性
能和节水效果，志愿者设摊为市民解答日
常生活用水等问题，交流分享节水经验妙
招，吸引了众多市民参与。

去年，上海市用水总量为76.96亿立方
米，供水管网漏损率为9.0%，万元GDP用水
量17立方米，万元工业增加值用水量33
立方米，分别较“十二五”末下降45.2%和
37.7%。目前，上海持续推进节水型社会
（城市）建设，9个郊区均完成县域节水型社
会达标建设，剩余 7 个中心城区力争在
2024年底前完成建设。

此外，在未来的一周里，本市将围绕
2023年“世界水日”“中国水周”主题“强化
依法治水 携手共护母亲河”，组织开展丰
富多彩的系列宣传活动，营造全社会惜
水、护水、爱水的社会氛围，引领广大市民
携手共建天蓝、地绿、水清、人和的美丽上
海。

青年报记者 顾金华

本报讯 近期，不少市民被流感困扰，
现在接种疫苗还来得及吗？儿童、老人用
药又该注意什么？对此，上海市第一人民
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专家周新教授日
前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强调，预防流感最有
效的办法是接种疫苗，感染流感病毒，应尽
早用药，以缩短病程。除此之外，接种疫苗
仍然是预防流感最有效的方式之一。

问题一：
戴口罩、勤洗手对预防流感有效吗？

根据国家疾控中心的消息，此次流
感活动水平在2023年2月初开始升高，2
月底后上升趋势明显，到3月中旬已经进
入高峰期。

甲流到底是什么？周新解释，甲流
是流感的一个类型，流感是流行性感冒，
由流感病毒导致，具体病毒会有分型，也
因此，市民经常会听到“甲型流感”“乙型
流感”。当下流行的主要是甲流。相比
乙流，甲流对人体造成的危害更大，对老
人和孩子的影响大于成年人。在临床
中，因流感病毒引发肺炎、呼吸衰竭而死
亡的，不仅有老人，也有儿童，因此，不能
抱有侥幸心理。

“在流感流行季，如何做好预防变得
尤为重要。对于流感，应对新冠的公共
卫生预防手段依然有效，包括戴口罩、勤
洗手。与此同时，非常重要的预防举措
就是接种疫苗。疫苗可以产生抗体，流
感疫苗需要每年接种，以抵御大部分流
感病毒的侵袭，给自己多一重保护。”周
新告诉记者，因为流感变异率高，每年
的流行毒株可能不同，流感疫苗是根据
病毒变异规律预测当年流行毒株而制
备的。

据介绍，甲流属于丙类传染病，并
非所有人都必须进行检测；但与其他疾
病一样，检测明确病因，可及时有效开
展治疗、延缓病情加重。上海此前构建
发热门诊、发热哨点的传染病防治网
络，这段时间也发挥了不少作用。

问题二：
如何正确服用抗病毒药物？
周新解释，目前正处于甲流高发的

季节，在家里面可以准备一些应对甲流
的药物。流感患者可以尽早用上抗病
毒药物，尽快阻断病毒复制。“流感药物
应该是早诊断早用，用的目的是缩短病

程。本来发烧发三天的，用了药以后缩
短一天缩短两天也好。对生活质量有提
升，人可以上班、可以学习。”

据介绍，有发烧，浑身肌肉酸痛等流
感临床特征者，被称为流感样病例。有
流感样病例的家庭，老人和孩子可以适
当服用药物预防。针对当前市民最关
心的达菲（奥司他韦）以及被称为“达菲
升级版”的速福达这两种药，到底什么
时候用最好？有没有必要同时服用？

“这是很多市民关心的问题。这两个药
品是两个作用靶点机制，抗病毒机制不
同，现实生活中不主张、也没必要同时
服用，根据自己的情况选择其一即可。”
周新表示。

针对抗流感药物热销的情况，记者
了解到，目前罗氏制药中国与华润医药
商业集团达成战略合作协议，双方将在
中国大陆地区共同推广抗流感创新药物
速福达，通过创新模式探索，进一步提高
速福达在中国的可及性，惠及更多中国
流感患者。

问题三：
目前这波流感高峰已经过去了吗？

周新表示，“每个地区不一样，一般
情况下目前是高峰季节，但随着天气暖
和以后，到4月份应该就下来了。总体来
讲，上海已经有下降的趋势了，发热门诊
的病人这两天明显减少了。”

此外，专家提醒，流感患者服药5天
仍有较明显症状或服药过程中出现症状
反弹者，建议再次就诊，排除继发感染或
其他并发症可能。

健康素养水平女性增幅更大
“居民健康素养水平”是《“健康中国

2030”规划纲要》和《健康中国行动(2019-
2030年)》《健康上海行动(2019-2030年)》
的重要指标之一。

市健康促进中心党委书记唐文娟介
绍，与2021年相比，男性和女性居民健康
素养水平都有提升，女性居民增幅更大，从
39.42%提升到41.75%，提升2.33%。绝大多
数年龄段居民健康素养也都稳步提升，其
中65-69岁年龄段居民健康素养水平增幅
最大，从26.24%提升到29.41%，提升3.17
个百分点。

同时，居民基本健康知识和理念有所
提升。2022年居民基本健康知识和理念素
养水平达到48.42%，较上一年度提升0.52
个百分点。监测结果显示，34.64%居民知
晓肝脏具有解毒、消化和分泌胆汁功能，较
上年上升2.69%；64.17%居民掌握选购包装
食品注意事项，较上年上升1.47%；81.72%
居民了解正常体温波动不超过1℃，较上
年上升1.08%。

下一步将强化自我健康管理
上海居民健康素养水平实现15年“连

升”，尤其是基本知识和理念不断提升，健
康技能和行为不断巩固。

下一步，本市会同相关部门大力实施
健康上海行动，广泛倡导文明健康、绿色环

保的生活方式，加大重点地区和重点人群
的健康促进工作力度，补齐短板。

记者了解到，一方面将推进健康知
识普及行动，让健康科普“精准触达”。
依托健康县区、上海市卫生健康街镇、健
康场所等建设，对重点人群提供有针对
性的健康指导服务；利用互联网、移动客
户端等新媒体技术，针对不同人群开展
符合其特点的健康科普活动，提高健康
教育的针对性、精准性和实效性。针对
农村人口、文化水平较低人群和老年群
体的素养薄弱环节，开展“精准扶贫”，促
进全人群素养提升。

同时，深入普及健康技能，让健康素养
“知行合一”。对健康技能、基本医疗和传
染病防治等素养相关内容加强健康教育，
尤其是普及健康技能，组织专家引导公众
科学合理使用健康技能，充分发挥医疗机
构、大众媒体在健康知识普及和传播的重
要作用，继续推动公众实现健康知识由

“知”到“行”的转化。
此外，强化自我健康管理，让健康生活

“人人享有”。积极倡导每个人是自己健康
第一责任人理念，引导公众主动学习掌握
常见慢性病、传染病预防的知识和技能，坚
持勤洗手、常通风、“一米线”、公筷公勺、咳
嗽礼仪、清洁消毒等良好卫生习惯和合理
膳食、适量运动、规律作息、科学就医等健
康生活方式，增强自我健康管理意识，提高
健康素养和自我防护能力。

去年上海居民健康素养水平达39.42%

实现15年“连升”创历史新高
根据第35个爱国卫生月暨第33届上海市健康教

育周启动仪式上公布的最新监测数据发布：2022年上
海居民健康素养水平达到39.42%，创历史新高并实现
15年“连升”。 青年报记者 顾金华

打造“节水型城市”上海在行动

流感季预防三问
专家：接种疫苗仍是最有效方式之一

家长抱着患儿就诊。 青年报记者 吴恺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