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10 城事 2018年11月1日星期四
责任编辑张红叶 美术编辑施伟杰

联系我们 qnbyw@163.com

■对话青年报记者 郭颖 陈晓颖

本报讯 世界顶尖科学家论坛
（上海·滴水湖）昨天闭幕，而作为“最
强大脑”科技创新的国际合作，还将
继续。

为期三天的论坛场场精彩。中
外科学家，就光子科学、生命科学、创
新药研发与转化医学、脑科学与人工
智能等科学前沿课题，以前瞻性的研
究视角，做了精彩的论述和交流，充
分彰显了坚持探索、追求真理的科学
精神，为相关科学领域的研究提供了
很好的分享与启迪。青年科学家特
别论坛，顶尖科学家与200多位青年
科学家同场交流，不同国别、不同年
龄的科学家在共同的追求下，进行科
学灵感的碰撞、创新火花的激扬。

上海市副市长、上海临港地区开
发建设管理委员会主任时光辉出席
闭幕式并致辞，他感谢科学家热情支
持和积极参与论坛，指出以更加开放
的态度，进一步融入全球科技创新体
系，加强全方位国际合作，让科技创
新焕发出更加强大的活力和生机。

时光辉说，本次论坛在临港启动
了首个世界顶尖科学家“WLA科学社
区”，我们将加快“WLA科学社区”建
设，努力把它打造成为世界顶尖科学
家之家和青年科学家之家，并以此为
依托，把本次论坛形成的共识和顶尖
科学家们的意见建议落实到位，进一
步营造更好的科研环境，提供更优的
科研服务，吸引全球科学家和机构，共
建联合创新实验室，在前沿理论研究、

核心技术攻关等方面进行探索，引导
多种资源跨界整合融合，让更多的科
技创新成果“落地生根、开花结果”，使

“WLA科学社区”成为既支持科学家独
立探索，又促进科技创新合作交流的
重要平台，在深化基础科学研究、支持
年轻科学家方面发挥更大作用。

迈克尔·莱维特教授代表与会科
学家总结致辞。他表示，科学家感受
到上海的魅力、对科学的尊重和对科
学家的友谊。论坛期间，与会科学家
围绕科学技术与人类命运的关系，在
多个科技前沿领域，进行了广泛而深
入的讨论，认为当今人类社会，比以
往任何一个时代，都更依赖于科学研
究的源头创新，这些创新深刻影响着
人类共同体的命运，需要秉持开放、
合作的科技共同体观念，开展广泛合
作，投入更多资源到科学原创性基础
研究。全球性科学生态体系的建立，
是开展全球创新活动的重要基础。

迈克尔·莱维特说，论坛发布了
WLA科学社区的规划，探索创新源头

“最先一公里”与产业化“最后一公里”
的对接，体现了建立科学生态体系的
全新尝试。中外科学家与青年科学
家进行对话，开放包容的全球性科学
创新网络，将带来更具可能性和值得
信赖的未来。需特别关注对全球青
年科学家的帮助和支持，青年科学家
关于人类命运的新发现和新思考，将
推动人类科学事业发展。需鼓励和
支持更多年轻人，加入到创新性教育
和公众科学活动中，为科学创新发展
增添年轻的血液，注入新的动力。

世界顶尖科学家论坛闭幕

200多位青年科学家在沪头脑风暴

青年报记者 郭颖 陈晓颖

本报讯 昨天，对于包括樊悦
阳、杨鸿嘉在内的16名青年学生而
言，是幸运的，因为他们在世界顶尖
青年科学家论坛分组讨论中，对话
诺奖得主。

华东师大第二附中高三学生樊
悦阳是2017年英才计划复旦大学生
物学科培养学生，上海交大附中高二
的杨鸿嘉则是2018年英才计划上海
交大生物学科培养学生。与他们对
话的是 2004 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得
主、李政道研究所首任所长弗兰克·
维尔泽克。

杨鸿嘉问维尔泽克先生，您认为
高中课程是否应加入高等数学？“因
为维尔泽克先生认为数学是工具，是
语言，而不是学科，他回答我，他赞成
高等数学纳入高中课程。我本身是
国际课程班的，也发现这很有价值，
对拓宽思路有帮助。”

对于樊悦阳来说，维尔泽克先生
的3个词汇让他印象深刻：保持、投
入、敢去做。“维尔泽克先生说不要把
专业领域限制得太小，这让我很惊
讶，因为我们的教育是让我先找到感
兴趣的专业方向，但是我经常发现，

一些世界级的科学家本科、研究生，
以及最后的成就，都是不同学科，我
把他们看作‘神人’。维尔泽克先生
让我打开了思路。”

巧合的是，这两位生物学科的高
中生，偶像都是第一位获得诺贝尔科
学类奖项的中国本土科学家屠呦
呦。樊悦阳称自己的研究方向跟屠
呦呦一样，都是用中草药治疗疾病，
只不过，他研究的是中草药对肝癌的
治疗，屠呦呦是治疗疟疾。“我曾看到
一篇报道说，有科学家用砒霜治疗白
血病，砒霜也是中草药，今天我还见
到这个研究的发起人了！”

而这位“用砒霜治疗白血病”的
正是中国工程院院士、上海市科协主
席陈赛娟。陈赛娟当时也在此桌与
高中生们共同讨论，她对坐在她旁边
的樊悦阳印象深刻。“他用英语发言
时的思路很清晰。”陈赛娟与樊悦阳
闲聊时，得知他还曾获得全国“明天
小小科学家”奖励活动二等奖等奖
项，“没想到青少年在培养科研兴趣
后还达成了一定成就，我为这些年轻
人感到骄傲！”

“00后”们说，同一天见到这么多
领域的诺奖得主，作为学生，很幸运，
因为欣赏到了杰出思想和尖端交流。

对话诺奖得主 00后学生说:

打开思路进入了全新的世界

▲分组讨论中“00后”对话诺奖得主。
◀燓悦阳讨论发言。 本版摄影 青年报记者 常鑫

青年报记者 陈晓颖

本报讯“上海有不少优秀的神
经科学研究实验室。这些年我也常
看到中国科学家发布前沿的神经研
究报告。”2014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
学奖获得者梅·布莱特·莫索尔在接
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在神经科学研究
领域，她已感受到上海发展具有全球
影响力科创中心的速度与深度。

梅·布莱特·莫索尔和爱德华·莫
索尔是研究神经科学的专家。2014
年，他们因和约翰·奥基夫共同发现

“大脑导航”——网格细胞获得诺贝尔
生理学或医学奖。两位也成为历史上
第四对共同获得诺奖的“夫妻档”。

“近年来我们实验室招收了不少
优秀的中国学生，感受到更多中国青
年的科研实力。”记者了解到，爱德
华·莫索尔每年定期至上海进行科学
研究、药物研发与人才培养工作。

科创中心建设不只需要科研硬
件实力，还需要优质的科研软环境。
在2006年诺贝尔化学奖获得者、世
界顶尖科学家协会主席罗杰·科恩伯
格看来，此次“跨界”的论坛分享可谓
是增强沟通、激发年轻人科研热情、
拓展科研活力的途径。“除此之外，我
们打造科创城市还需要赋能于年轻
科学家，给他们独立、自由的科研环
境与经费支持。”

顶着带卷的“爆炸头”，2016年
获得美国麦克阿瑟天才奖的华人学
者余金权在参与主题演讲的科学家
们中十分显眼。

36年前，16岁的余金权至华东
师范大学化学系就读。在沪取得本
科、研究生学位后，他在国内做了一
段时间研究，并最终到剑桥大学、哈
佛大学继续深造，研究化学专业。

科学界有句名言——“碳氢键
活化是有机化学中的圣杯”。余金
权就是通过惰性C-H键的选择性活
化和官能团化研究，摘取了化学圣
杯的科学家。“简单来说，这一研究
会将部分小分子药物合成的过程缩
短。以前需走 7 步的路现在只需 2
步即可走完。”余金权说，别看这缩
短的5步，这将大幅缩短靶向药、抗
癌药的研发周期。他也因此获得美
国麦克阿瑟天才奖。在会场的不少
学者也看好他，认为他有望成为诺
奖“候选人”。

回顾科研过程，他坦言也多次陷
入过困境，也曾经历论文被拒稿、实
验经费捉襟见肘等险境。但这些都
没有让余金权放弃。“在本次会议上，
很多科学家提到运气是成为杰出科
学家必不可少的因素。但有时候没
有前期对科研的坚持，你等不到运
气。”谈起现在国内的科研环境，余金
权说：“很羡慕如今国内的青年学
生。他们通过网络可获取更多前沿
资讯。”他回忆说，在他读本科期间没
有电脑也没有网络可用。“现在截然
不同了。上海经历了日新月异的发
展变化，不仅基础设施建设提高了，
文化交流软环境也在提升。”在他看
来，各式各样的人才“凑起来”才会有
机会碰撞出思想的火花。

青年报记者 郭颖

本报讯 第一位获得诺贝尔科学
类奖项的中国本土科学家、第一位获
得诺贝尔生理医学奖的华人科学家
屠呦呦女士，近日特地为世界顶尖科
学家论坛（上海·滴水湖）发来贺信，
表示“很期待跨领域专家们碰撞出灿
烂的思想火花”。

屠呦呦认为，全球科技精英聚会
上海滴水湖论坛，头脑风暴，殊为难

得。她很期待如此多跨领域的专家
碰撞出的灿烂的思想火花。她也因
为身体状况所限无法亲临盛会而感
到遗憾。

屠呦呦指出，人类在生存关键中
面临诸多全球性问题。疾病威胁、气
候变暖、环境污染、能源短缺、可持续
发展，等等。这些问题与每一位地球
人都息息相关。她希望，在“科技，为
了人类共同命运”主题下，论坛能为
解决这些人类难题探索出有效答案。

屠呦呦致信世界顶尖科学家论坛

中外学者谈上海科创中心建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