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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市脉搏

德国顶级人工智能
研究中心落户普陀

本报讯 记者 周胜洁 昨日，德
国人工智能研究中心在普陀区揭牌，
同时揭牌的还有中德人工智能加速
孵化中心，这标志着上海市和普陀区
布局人工智能领域的又一重要平台
的成立。中德双方将在人工智能（AI）
和增强现实（AR）等领域展开全方位、
深层次合作，在“工业4.0”和“中国制
造2025”战略指引下，通过技术合作
与创新，助力制造业转型升级。

据悉，德国人工智能研究中心创
立于1988年，总部位于德国萨尔州萨
尔布吕肯市的萨尔大学内，是德国顶
级的人工智能研究机构，也是目前世
界上最大的非营利人工智能研究机
构。中心研究方向覆盖了人工智能的
主要产业方向，包括大数据分析、知识
管理、画面处理和理解和自然语言处
理、人机交互、机器人。由于非常注重
对从研究到实际应用的转化，将近30
年来形成了大量的产业成果。

目前旗下约有900名科学家、研
究人员及工程师。其研究室主任包
括来自德国国家科学院、欧洲科学
院、瑞士皇家科学院、德国自然与文
学科学院、德国自然与工程科学院等
知名科学院的院士。

浦东为科创产业
铺就“起飞跑道”

一边在张江科学城内，新打造人
工智能岛等科创“新名片”；一边对接
科创板，正式启用长三角资本市场服
务基地。今年以来，上海浦东新区通
过产业、土地和金融等方面的一系列
措施，为中国芯、创新药、智能造等科
创产业铺就“起飞跑道”。

在上海张江科学城核心区域，一
座占地6.6万平方米的人工智能“小
岛”日前崭露头角。人工智能岛包括
微软、IBM等，也有云从科技、小蚁科技
等企业。走进人工智能岛的访客，有
时会体验到下面的场景：一台白色的
智能服务机器人主动将一瓶矿泉水送
到访客手里。这款名为“酷豆”的服务
机器人，通过搭载柔性机械臂与双轮
移动平台，可在医疗、养老以及物流领
域提供智能化、定制化的服务。

作为上海全球科创中心的主阵地，
今年以来张江科学城针对集成电路、人
工智能、生物医药等关键领域，进行了
有针对性的布局。除了人工智能岛，位
于张江科学城内的上海集成电路设计
产业园已正式揭牌，阿里巴巴、紫光集
团等企业首批入驻。推动创新药产业
化，浦东一次性拿出近10平方公里的
土地，新规划4个产业化基地，帮助获
批的新药就地转化实现产品上市。

科创企业的“起飞”，除了产业和
土地政策的支持，也离不开资本市场
的助力。近日，由上海证券交易所和
浦东新区共同发起设立的长三角资
本市场服务基地，在张江科学城正式
启用。浦东新区金融服务局副局长
张辉表示，在科创板试点工作稳步推
进之际，长三角资本市场服务基地，
将成为助推企业到科创板上市的服
务平台，为科创板提供源头活水。

据新华社电

6万元公益善款
用于社会志愿者早癌筛查

去年4月份，第一季《肿瘤科普在
掌间》音频肿瘤节目上线之后，得到许
多肿瘤患者及健康人群的青睐。年
轻白领龚女士表示，在这快节奏的时
代，利用音频这种传播新形式，在音频
专业平台上线，让白领能够用碎片化
的时间，获取权威、生动及有用的科普
知识，相较于自己在茫茫网络海洋中
寻找权威肿瘤防治科普信息，这种传
播方式更利于在中青年人中传播。

据统计，该节目自上线至今，播
放量7.3万次，多个涉及肿瘤早期预
防、质子重离子治疗、肿瘤营养、肿瘤
患者心理调适的节目，多个热门话题
节目的点击量均接近5000次。

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党委副
书记顾文英告诉记者，这是全国首个

“科普+公益”的创新项目。第一季
节目共有51期节目，涵盖了肿瘤预
防、治疗、营养及心理康复等内容，介
绍的科普知识也基本覆盖上海地区
十大高发肿瘤。每一期节目，肿瘤医
院专家都是利用繁忙的工作之余，以
科普志愿者的身份，亲力亲为。他们

从科普稿件的撰写、音频节目的录
制，到最后的审校完成，平均花时超
过6小时。据统计，节目运行一年多
所获善款有6万余元。

据介绍，节目设计初衷就是最后
的节目收益捐赠至上海市志愿服务
公益基金会肿瘤医院专项基金，用于
科普志愿者能力提升、志愿者权益保
障及各类公益活动开展。“这在全国
范围内也是一次‘科普+公益’的创
新探索，形成了以志愿反哺公益的新
模式。志愿者们在为社会服务的同
时，我们也要给他们的健康‘保驾护
航’。”上海市志愿服务公益基金会理
事长陈振民告诉记者。

今年将为300余名志愿者
完成健康档案

项目启动后，昨天下午，第一批医
院社会志愿者陆续来到医院进行早
癌风险评估，这些社会志愿者有的负
责门诊导医，有的负责病房探视，在医
院的各个角落从事着志愿服务工作。

记者看到，医院肿瘤预防部之前
开发了一款可供健康人用于评估常
见恶性肿瘤风险的小程序。与此同
时，基于线上简约版的早癌筛查风险

评估题目，建立了针对健康人群的早
癌筛查量表，对这些志愿者分批进行
早癌风险评估，为他们建立一份可供
长期跟踪管理的志愿者健康档案。
现场正在给志愿者建立健康档案的
肿瘤医院肿瘤预防部周昌明医生告
诉记者，“我们一方面通过小程序上
的评估题目，加上现场询问这些志愿
者的年龄、职业状况、家族史等，对上
海市常见恶性肿瘤发病风险逐一做
出评估，最后会给出专业筛查意见。”

“许多做过风险评估的志愿者都
第一时间去做了对应癌症的检查，排
除相关疾病可能，大大提高了自身防
癌抗癌意识。”肿瘤预防部主任郑莹
教授介绍说。

据悉，截至昨天下午已有20名
志愿者建成健康档案，今年肿瘤医院
将为300余位在院从事志愿者的社
会志愿者分批建立一人一册的健康
档案，开展此项早期癌症高危风险评
估工作。宣传（社工）部副主任汤燕
明表示，对于那些筛查出来某些癌症
高危且年志愿服务时间达到150小
时的志愿者，将用节目所获得的公益
善款，给志愿者免费提供一次相关医
学检查项目。

肿瘤医院公益善款用于社会志愿者早癌筛查

为300余位志愿者建立健康档案

志愿者接受评估。 受访者供图

由复旦大学附属肿瘤
医院和喜马拉雅FM共同制
作的肿瘤科普音频节目《肿
瘤科普在掌间》项目启动
一年来，共募集善款6万余
元。昨天该项目正式启动
肿瘤医院志愿者健康档案
项目，年内将为医院300余
位社会志愿者建立健康档
案；并对部分有癌症高危风
险且在肿瘤医院志愿服务
时间达标的志愿者进行相
关检查。

青年报记者 顾金华
通讯员 王懿辉

做志愿者最开心的事情
就是能帮助更多的患者

今年57岁的卫老伯已经在肿瘤医

院做了8年的志愿者。2011年，一次偶

然的体检中，卫老伯被查出甲状腺问

题，卫老伯来到肿瘤医院进行检查。

在肿瘤医院，卫老伯被确诊为甲

状腺癌，随即接受了手术治疗。“虽然

害怕癌症，但是很庆幸能早发现、早

治疗，我特别感谢医院。”卫老伯说。

这次就诊经历后，卫老伯决定来医院

做一名志愿者。

这些年，不管刮风下雨，无论家

里有多忙碌，卫老伯都会坚持每周一

和周四的上午前往医院，做一名志愿

者。“因为家住南汇，我凌晨4点半就

要出门，大概花2个半小时，在医院开

门前赶到医院。”卫老伯说，身边很多

人都觉得这么辛苦没意思，但是他觉

得做一名公益志愿者很有意义，这样

很快乐，对身体也有帮助。现在的卫

老伯不仅身体好，还每天乐呵呵的。

卫老伯说，做志愿者最开心的事

情，就是能帮助更多的患者。之前在

门诊他遇到过一位年轻的甲状腺癌

患者，病情得以控制后又被查出乳腺

癌，年仅20多岁的女孩陷入抑郁，甚

至产生了轻生的想法。后来志愿者

们发现了她的“不对劲”，将她带到了

医院“资源小站”，进行心理干预。在

心理援助志愿者多位老师的帮助和

支持下，女孩的心结渐渐被打开，配

合治疗的主动性也提高了，病情也一

天天好转。

用“同辈支持”的方式开导患者
帮助他们增强战胜病魔的勇气

家住徐汇区的左阿姨今年 72

岁，同样做了8年的志愿者。每周一

和周三上午，她都准时出现在肿瘤医

院门诊大楼，为南来北往的就诊者进

行导医，协助他们在自助机前完成缴

付。去年 11 月份，医院曾获得一笔

爱心善款，为部分符合服务时间且大

肠癌高危的人群提供肠镜检查，想不

到的是，左阿姨的报告显示距肛缘40

厘米处有一个直径一厘米的肿块，病

理报告提示有癌变。志愿者成了肿

瘤病人，左阿姨一下子无法坚守，她

拖着没敢告诉家人，也不愿去检查。

医院宣传（社工）部副主任汤燕

明得知后，反复劝说她来看病。左阿

姨鼓起勇气来了医院。大肠外科医

生告诉她，大肠癌的发病与年龄有

关，也与家族史有关。尽管得癌是个

坏消息，但早发现、早治疗，治愈的几

率还是很高的。

今年2月份，医院为志愿者左阿

姨开通了绿色通道，她成功接受手

术。术后左阿姨希望继续留在医院

做志愿者。医院为了满足她的心愿，

同时考虑到她的病情，准备将她转岗

至新成立的“资源小站”，这也是医院

探索志愿者服务在患者心理疏导方

面的一次尝试。现在的左阿姨继续

穿上了蓝马甲，用“同辈支持”的方式

开导患者，帮助他们增强战胜病魔的

勇气。

志愿者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