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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磁场”吸引青年集聚
上个月刚刚在北京揭晓的

2023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上海
共有49项牵头或合作完成的重
大科技成果获奖，其中有5项国
家科学技术进步奖出自于张江
科学城，5项中的2项来自于生物
医药领域。

30年发展，生物医药已成为
张江三大主导产业之一。记者
了解到，目前在张江，生物医药
从业人员已超过9万人。位于张
江科学城的中国科学院上海药
物研究所，被称为新药研发的

“国家队”。95后的段佳是研究
所最年轻的独立项目负责人。

本科毕业于武汉大学的她，
在上海药物所攻读博士学位，
2022年博士毕业后，段佳选择留
在上海药物所作为助理研究员
继续进行研究工作。在上海药
物研究所读博期间，段佳主要从
事结构药理学研究，先后解析了
与多种代谢性疾病如不孕不育、
甲状腺疾病等密切相关的糖蛋
白激素及其受体的近原子分辨
率结构。人工智能技术逐渐走
入生物医药行业的今天，段佳也
以年轻人的敏锐成为这一趋势
的先行者。

她所在的研究团队利用AI
技术进行药物筛选，通过算法对
大量化合物进行快速分析，在短
短两周内从200万种化合物中筛
选出若干个有活性的化合物。

“我们团队的工作重点在于发现
和验证新的药物靶点，以及开发
出更有效、更安全的治疗手段。

通过结合AI技术，我们能够更快
地从大量化合物中筛选出有潜
力的药物候选分子，这大大缩短
了药物研发的周期。”段佳说。

身处张江，为段佳利用这些
更前沿的科研手段提供了便
利。她还记得自己2016年第一
次参加药物所的硕士招生夏令
营，第一印象是园区不大，但科
研设备特别完备，也有很多不同
领域合作的机会。“我当时就想，
在这么好的实验条件下工作，一
定可以很快出成果。”

毕业时，段佳毅然选择留在
了上海，留在张江。在她看来，
作为国内重要的创新药物研发

阵地，这里拥有先进的科研设施
和完整的药物研发产业链条，为
青年科学家提供了良好的发展
平台，而鼓励创新的张江精神也
让这里拥有吸引年轻人实现自
我价值的强大“磁场”。

“刷新”创想书写崭新篇章
“在上海、在张江，每一粒创

新的种子都将得到最精心地呵
护。”上海张江（集团）有限公司党
委书记、董事长袁涛这样表示。

“全国改革开放排头兵、创
新发展先行者”是习近平总书记
对上海一以贯之的要求，而鼓励
每一个踏上这片土地的年轻人

拥有“改变世界”梦想的张江，正
是“上海创新”的一个缩影，一面
旗帜。

进入改革发展新时代，除了
生物医药、集成电路、人工智能
三大主导产业外，张江还聚焦战
略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率先在
合成生物学、前沿诊断、先进制
造、垂直大模型等产业加快培育
新质生产力，也吸引了大批科研
青年来此圆梦。数据显示，目前
张江有约50万从业人员，研究生
以上学历10万人，青年人才占到
80%，创业类海外高层次人才占
上海约50%。

大量青年人才集聚，给张江

的创新创业注入了强劲动力。
从康复机器人起步，到人形机器
人频频“出圈”，傅利叶智能作为
一家扎根张江近十年的智能机
器人企业，画出了完美的发展弧
线。去年习近平总书记参观上
海科技创新成果展时，公司研发
的智能人形机器人也成为展示
成果之一。

“我虽然是80后，但在公司
里已经算老了，因为主力开发人
员大多是90后。”上海傅利叶智
能科技有限公司创始人、首席执
行官顾捷说，年轻人最大的优势
是不害怕失败，没有包袱，可以
迅速迭代自己，产生新的创新创
业火花，“在传统行业，我们可能
还是要多依赖经验，看过去是怎
么做的。但是在新兴行业，我们
应该放手让年轻人去做。”

2020年11月诞生的张江机
器人谷，不到两年便已吸引80余
家企业机构入驻，如今也正在向
着“打造世界级机器人产业集群”
的目标迈进。从会翻跟头、会做
巡检机器狗到可以灵活分拣传输
的智能机器人，在张江机器人谷
未来体验馆，可以看到40余款智
能机器人，涉及领域包括医疗、服
务、工业等。记者了解到，就是在
这里，诞生了目前中国首个完成
最高难度泌尿外科手术的国产机
器人、全球首款脑机接口手功能
康复机器人等成果。

在这个“刷新”人类创想的
展示窗口，梦想与现实交织，每
一次互动体验都是对未来的深
切触摸，一如在张江这片土地上
再次书写的崭新篇章。

从“张江高科技园区”到“张江科学城”，从“17”到“220”

这里是青年实现创新梦想的沃土

位于张江科学城的上海光源。 本版均为受访者供图

2023年11月28日，习近平总书记来到上海市浦东新区张江科学城，参观上海科技创新成果展。今年是上
海科创中心建设10周年，作为上海科创中心建设的核心承载区，从“张江高科技园区”到今天的“张江科学城”，
从规划面积17平方公里，到如今的220平方公里，这片曾是农田与村庄的土地，因为青年人的集聚而欣欣向荣，
也成为青年人实现创新梦想的沃土。 青年报记者 刘晶晶

2024中国科技青年论坛在沪举行

“35岁以下科技创新35人”中国区名单发布

1877年，当爱迪生发明了留声机，让声音得以留存的时候，年

仅30岁；1905年，爱因斯坦狭义相对论刷新了人类对整个宇宙的理

解，那一年他才26岁。这些科学家在他们青年的时候，就带着对世

界的好奇，对科研探索的坚持，点燃了人类改变世界的花火，也点

亮了人类文明的灯塔。

7月11日和12日，2024中国科技青年论坛在上海举行，《麻省

理工科技评论》“35岁以下科技创新35人”（简称TR35）中国区名

单也正式发布，35位勇于探索未知科学边界、挑战科技极限的中国

青年科技创新人才亮相。 青年报记者 刘晶晶

“在这个领域是否能够开创
新赛道，有新的突破，以及未来
的潜力如何，这是我们作为评委
的一些评价标准。”TR35评委、中
科创星合伙人米磊表示。今年的
榜单上，人工智能领域就有多位科
学家入选，能源与环境、量子、新
材料的入选者比例也有所提高。
如人工智能方面，月之暗面Kimi
创始人兼CEO杨植麟、纽约大学
计算机科学助理教授谢赛宁、
OpenAI研究员靖礼纷纷入选，他
们均开辟了人工智能的新方向。

今年的入选者之一，中国科
学院上海微系统与信息技术研
究所研究员刘文柱主导发明了
一种柔性单晶硅太阳电池制作
技术，获得了像A4纸一样柔韧的
高效单晶硅太阳电池，单片电池
最大弯曲角度超过360度。1000
次“边对边”折叠后，电池效率仍
保持不变，实现了力学韧性和抗

震性的跨越式提升。这一创新
技术可以被应用于低轨卫星、高
空飞行器、车载光伏、机器人感
光、可穿戴电子等多个领域。目
前已成功应用于中国多个型号
高空飞行器，创造了多个长航时
飞行纪录，为国家战略应用做出
重要贡献。在中国南极科考中
也成为“亮点”。

上海交通大学长聘教轨副
教授王飞致力于构建大规模的
DNA分子计算与大数据DNA存储
系统。她首次在实验上展示了
包含30个逻辑门元件、30层DNA
链取代反应的大规模计算电路
的可靠运行，突破了近20年DNA
分子计算在电路规模和电路深
度的瓶颈，为DNA计算体系的软
硬件独立开发以及推动DNA分子
计算在生物医学领域的广泛应
用奠定了基础。

33岁的上海交通大学机械与

动力工程学院副教授祖丽皮亚·沙
地克的研究有望促进低成本、超
轻、超薄电池体系的开发和应用。

30岁就获批复旦大学教授的
季力也是今年的入选者之一。他
将微电子器件与光水解制绿氢的
学科交叉融合，开发出低成本、低
碳排的新型晶硅光伏技术及制绿
氢技术，为全球能源短缺和气候
危机提供了新的解决方案。

2017年，TR35评选正式落地
中国，一批中国新兴科技领域的创
新力量被挖掘。过去六届评选，共
有 210 位青年科技人才崭露头
角。从年龄上看，中国区入选者的
平均年龄是32.5岁，有24位入选
者在入选的时候是30岁以下，最
年轻的入选者是24岁获奖。

正如TR35评选词中所言，这
些科技青年们不仅是实验室里的
科学家，更是社会的建设者，是发
展“新质生产力”的典型代表。

论坛现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