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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4月22日，上海交通大学闵行
校区迎来了一场特殊的“头脑风暴”。由团
中央组织部联合统战部组织实施的全国青
年马克思主义者培养工程首期科技班学
员，与上海科技青年35人引领计划的获奖
者代表近70人共聚一堂，围绕“新质生产
力”展开大讨论。

按技术领域分组，青年科技工作者们围
绕本领域科技发展情况积极发言，分享了各
自在科技创新实践中的经验与思考，围绕

“如何通过科技进步推动生产力转型升级，
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展开了深入讨论。

这种青年人聚集在一起分享讨论的形
式，让这些青年科技工作者们感到了奋进
的氛围。“正如U35评选一样，给了我们年轻
人一个展示的平台，也是促进不同科技领
域青年才俊交流的一个特别好的平台。”第
一届U35称号获得者、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
院医生蔡加彬这样表示。

被简称为U35的“上海科技青年35人
引领计划”，是由市人才办、市科技工作党
委、团市委和市青联指导，市科技团工委依
托上海市青年科技人才协会连续开展了三
届的一项评选活动，因为能给予青年科技
人才更多展示机会与更宽阔平台，鼓励青
年“挑大梁”“当主角”，已在上海的科技青
年中逐渐建立起了口碑。开放的评选姿
态，让不少青年一次失败后再接再厉，精进
自己后再次参加。有的青年也会鼓励身边
的同事甚至爱人一起来参加，共同进步。

今年刚刚当选人民生命健康领域U35
称号的郜娉婷，就是在丈夫蔡加彬的鼓励
下报名的。同为中山医院的青年医生，郜
娉婷因开创了多项内镜新术式，探索个性
化诊疗方案，为临床积累了极具价值的经
验而获奖。生于1990年的郜娉婷认为，“医
生科学家”必须不断地去进行思维碰撞，才

能把发现的临床问题与基础研究相结合，
并最终反哺临床，造福患者。而如今，这样
的思维碰撞不仅仅发生在与她同专业的医
生群体，还可以“跨服”聊天。“与非医学领
域的优秀人才深入探讨，也促使我们去为
不同领域的发展创造一些新价值。”

对此，第一届U35称号获得者，上海交
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九人民医院副主任医
师、研究员刘剑楠就深有感触，他告诉记
者，正是在U35的平台上，他的手术机器人
更快地实现了临床应用，其中就有交叉学
科融合的帮助。

探索更有利于青年科技人才脱颖而出
的评价和选拔机制，上海也因此培养和造
就了一批具有全球视野和创新影响力的青
年科技工作者，成为新质生产力的主力
军。第三届U35称号获得者、中国科学院微
小卫星创新研究院副研究员田丰因为在6G
智能反射面赋能通信领域的开拓性贡献，
获得了亚太区唯一一个IEEE通信亚太最杰
出青年学者奖，这也是该奖项授奖20余年
以来唯一一次为上海学者获得。

田丰最近在关注着人工智能驱动的科
学研究。在他看来，能遇到这么一个“重视
科技，重视创新，同时重视年轻人的时代”，
自己非常幸运。“35岁是一个精力充沛、充
满活力的年龄段，同时也是一个充满潜力
和可能性的阶段。可以有‘向上捅破天’的
想法，并为世界科学进步和社会发展做出
更大的贡献。”他这样表示。

不拘一格超前布局
给足青年创新底气

科技创新，是一座城市高质量发展最基础的驱动
力。近年来，上海的科技创新策源功能不断加强，而有理
想、有干劲、有创想的青年科研人才，是上海科创的生力
军。让这些优秀青年科研人才驻扎上海深耕专业的底
气，来自上海长期以来的“不拘一格”与“超前布局”。

青年报记者 刘晶晶

新平台：“跨服”聊天促成新价值

“上海科技青年35人引领计划”颁奖典礼上，科技青年“坐而论道”。 青年报记者 吴恺 摄

青马工程首期科技班学员与U35获奖代表交流。 本版除署名外均为受访者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