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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卫生健康委在瑞金医院调研。 受访者供图

青年报记者 陈晓颖 实习生 严卉仪

本报讯 在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
发区中，位于上海市闵行区东南部的
紫竹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有些

“与众不同”。17年前，它由政府、企
业、高校联合投资，并由民营企业为
投资开发主体运作。如今紫竹高新
区已成为一座汇聚教育、科研、人才、
资本、产业的科技城。

引进国际知名集团
培植园内中小企业

2001年，为了弥补上海高科技
园区创新要素不全的短板，上海市、
闵行区两级政府决定建立上海紫竹
科学园区。目前，紫竹高新区由大学
校区、研发基地和紫竹配套区三部分
组成，对标“硅谷”，坚持“生态、人文、
科技”的发展理念，志在打造宜居宜
业的国际化高科技园区。

去过美国硅谷的王光辉第一次

到紫竹时有些惊讶，“这儿和硅谷很
像。”后来，王光辉所在的东软集团
搬到了这里。类似的，还有微软、英
特尔、可口可乐、印孚瑟斯、中国商
飞和中广核等企业。企业高管们被
紫竹的创业氛围和发展前景所吸
引，纷纷在紫竹设立了研发中心和
地区总部。

如果说世界500强企业的入驻
是紫竹赖以发展的根，那么紫竹扶持
的一大批科技型中小企业和创新型
企业便是其孕育出来的苗。引进与
培植一起，形成了高新区以信息软
件、数字视听、生命科学、智能制造、
航空电子、新能源与新材料为支柱的
产业结构。

唐晔原是上海交大的一名学生，
在2007年获得硕士学位后，与四位
校友一起来到紫竹创业，成立了上海
柏楚电子科技有限公司。8年时间，
柏楚电子成为激光切割行业的知名
企业。唐晔说：“几乎只要在国内叫

得上名字的激光切割厂家都在使用
我们的控制系统。”

2004年，只有7个人的至纯科技
作为首批高科技企业入驻紫竹，在园
区内“野蛮生长”。如今，至纯已生长
为一棵“茂密的大树”，每年申报多项
专利，在半导体专业设备国产化领
域，业务遍布全国。记者了解到，截
至2018年5月底，高新区入驻企业有
1992家，其中外资企业200家，内资
企业1792家。

推进功能建设
完善区域创新体系

对处于初创期的科技型中小企
业来说，知识产权是根，却又没有足
够能力维护，上海汉翔信息技术有限
公司创业之初便面临这样的情况。
2012年其开发的触宝输入法在风生
水起的同时却迎来“当头一棒”——
全球最大的手机输入法提供商Nu-
ance 同时对它发起了 5 个“337”调

查。这让公司CEO王佳梁措手不及。
“囊中羞涩”的他想到了紫竹高

新区，紫竹高新区党委书记、副总经
理骆山鹰很快接见了他。随后园区
紧急联系上海市知识产权局，得到一
批知识产权专家的帮助，临时组建的

“后援团”在限定的6个月内完成了
一系列“反击”，使对方无果而终。骆
山鹰说：“初创的科技型企业，最需要
的也许并非一间像样的办公室，而是
打开市场的‘敲门砖’，这就看我们能
否送上雪中送炭式的帮助。”

据介绍，紫竹高新区根据企业发
展的不同阶段、不同需求，对各类企
业提供包括创业、科技服务、金融、知
识产权、人才等全方位服务。

园区设立了紫竹小苗基金，它针
对重点扶持单位出具调查报告，而后
再进行投资，目前获得投资的企业包
括趋视信息技术、赛卓电子科技、邦
耀生物科技及芯湃电子科技等，对科
创企业起到较强的激励作用。

青年报记者 顾金华

本报讯 瑞金医院血液科将用
“全反式维甲酸联合砷剂治疗急性早
幼粒细胞性白血病”这一成果转化为
全球认可的“上海方案”；中山医院提
出了肝癌肝移植的“上海-复旦标
准”，将单发肿瘤直径提高至9厘米，
使适合肝移植适应证的肝癌人群扩
大约40%……

昨天上午，国家卫生健康委在沪
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我国医疗技术
能力与医疗质量水平“双提升”的情
况，并高度点赞上海“双提升”成果。

创造全球认可的“上海方案”
最近一部《我不是药神》的电影红

遍全国，让“慢性粒细胞性白血病”进
入人们视线。其实还有一种更为凶险
的急性早幼粒细胞白血病。经过瑞金
医院血液科团队20多年的努力，已经
成为第一个可以被治愈的白血病。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
医院院长瞿介明介绍，该院血液科将
用“全反式维甲酸联合砷剂治疗急性

早幼粒细胞性白血病”这一成果转化
为全球认可的“上海方案”，成为一线
经典治疗方案，并使该疾病的5年存
活率从上世纪70年代的10%-15%，
提高至目前的94%，缓解率达到97%，
死亡率降为3%，达到国际领先水平，
同时也让该病的次均治疗费用大幅
度降低为3.8万元人民币（欧洲约为
8.5万欧元）。难能可贵的是，为了造
福更多的病患，该院王振义院士并没
有申请专利，如今一盒全反式维甲酸
仅售价290元，为全世界所有急性早
幼粒细胞性白血病带去了生的希望。

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院长、中
国科学院院士樊嘉，带领团队提出了
肝癌肝移植的“上海-复旦标准”，将
单发肿瘤直径提高至9厘米，使适合
肝移植适应证的肝癌人群扩大约
40%，按此标准进行肝移植的肝癌病
人5年生存率接近80%，与米兰标准
相当。此外，国际多项内镜手术指南
规范由中山医院内镜中心团队起草
制定，国际内镜诊疗接轨“中山标
准”；由中山医院结直肠癌诊疗中心
牵头，欧美等国顶尖结直肠肿瘤领域

专家共同讨论，制定了结直肠癌肝转
移诊断和综合治疗指南的国际版，

“中山标准”走向国际。

沪上医院破解世界难题
与此同时，沪上的专家团队还在

破解一个个世界难题。
小儿活体肝移植一直被称为皇

冠上的明珠。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
附属仁济医院肝脏外科2006年开始
致力于小儿活体肝移植的探索，
2017年实施小儿肝移植术442例，占
全国总数的68%；累计实施小儿肝移
植术1424例，占全国总数42%；年手
术量连续七年位列世界单中心医疗
体第一；术后1年和5年生存率分别
为91.0%和89.3%，优于欧美国家顶尖
移植中心的86.9%和80.9%，处于国际
领先水平。

复旦大学附属华山神经外科不
仅临床规模上位列全球前茅，外科术
式和脑科学领域也不断突破，在中国
工程院院士周良辅的带领下，成为了
世界最好的神经外科之一。近年来

“颅内外脑血流重建术”的创新，使我
国难治性动脉瘤治愈率达96%，而发
达国家均低于90%；全切除率、死亡
率、术后并发症等指标也大大改善，
让中国在这一领域走在全球前列。

2008年，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
率先建立国内领先、符合国际先进理
念的“院前评估-院际转运-急诊-新
生儿重症监护室”新生儿救治网络。
作为华东地区最大的新生儿院前转
运中心，同是代表中国新生儿危重病
救治和转运最高能力的标杆中心，该
院16年来共计转运危重新生儿病人
近万余例，承担上海9个区的常规转
运工作，并辐射华东地区乃至全国。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上海
儿童医学中心作为全球最大的小儿
先天性心脏病诊治中心之一，年心脏
直视手术超3700例，复杂手术占比
超过60%，手术总成功率大于98%，专
科诊治规模、技术、质量均已接近或
超过欧美同行先进水平。

国家卫健委点赞上海医疗“双提升”

上海市卫生计生委副主任闻大

翔表示，医疗服务作为“四大品牌”之

一“上海服务”的重要组成要素，其高

质量发展贯穿“卓越的全球城市”建

设全过程。

据介绍，近年来，上海坚持以项目

为形式，推动学科和专科能力建设。

通过多年建设，本市医疗技术能力提

升成效明显，临床医学等11个一级学

科排名位于全国前列，血液病学、内分

泌学等16个优势学科在全国处于领先

地位，25家单位获得163个国家临床重

点专科建设项目，涌现出了一批具有

国际影响力的专科团队和技术。

临床技术能力也直接带动了技术

创新能力的显著提升。据介绍，“十

二五”期间，上海市共获得国家科技

奖 38 项，占全国卫生系统该奖项的

28.3%；肿瘤免疫与癌基因组学等领

域达到国际先进水平，适用于腔内治

疗的主动脉新分型、多项靶向 mi-

croRNA 的体内干预治疗等技术均

为国际上首次提出；培育出了包括心

内科、神经外科、内分泌科、血液科、

肝肿瘤外科、口腔科等领域34名两院

院士，基本覆盖主要临床专业。

凭借医疗技术和医疗质量的双

重支撑，2017年，全市医疗机构门急

诊量2.73亿人次、出院人数419.73万

人、手术服务 230.00 万人次，分别比

“ 十 二 五 ”初 期 增 长 35% 、56% 和

100%；三级医院平均住院日 6.4 天，

处于国内领先水平（全国为9.8天）。

目前，上海市民的健康水平不断

改善，户籍人口平均期望寿命 83.37

岁（其 中 女 性 达 到 85.85 岁 ，男 性

80.98 岁），常住人口孕产妇死亡率

3.01/10 万，常住人口婴儿死亡率

3.71‰，三大指标连续十多年保持世

界发达国家或地区的先进水平。

[成果]

三大指标连续十多年
保持世界先进水平

上海紫竹高新区：创新发展模式打造国际化高新区

扶持“科创小苗”长成“参天大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