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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书桌上镌刻青春与奉献
“ 来 上 海 最 大 的 感 受 是

‘热’，一是‘天热’，二是‘热
情’。上海的老师同学们都非常
热情！”宁夏西吉县王民中学教
师、此次职业体验营的带队老师
苏连虎感慨道。

苏连虎说，2021年，电视剧
《山海情》的上映让很多人听说
了福建对宁夏的对口帮扶，也听
说了一个叫西海固的地区，这个
地区曾经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评价为不适宜人类居住的地
方。而“西海固”中的“西”指的
就是西吉县。1999年，来自复旦
大学的第一批研究生支教团成
员来到了西吉，在苏连虎目前任
教的王民中学开展支教扶贫。

从那以后，复旦大学每年都
会派遣研究生支教团的成员前
往西吉支教，人数逐渐增加，支
教的学校也越来越多。而在王
民中学，研支团支教的传统从未
中断。从1999年至今，累积已经
有57位支教老师在学校服务过。

在王民中学任教18年期间，
苏连虎与多届复旦研支团成员们
一起工作过，“王民中学有一张著
名的书桌，它古朴简单，却承载了
一段厚重的历史。每一位在王民
支教的队员离开之前，都会在这
张桌上签下自己的名字。”

在他们当中，有些人很严
肃，有些人很有亲和力，有些人
对学生的成绩抓得非常严，有些
人致力于开拓学生的眼界。苏
连虎眼中的他们有一个共同点，
那就是非常具有责任心与使命
感，他们中的每一个人都有一种
热忱，也许就像他们自己常说的
那样，王民中学就是复旦大学的
第七教学楼——为了王民的孩
子们，他们真的投入了很多的心
血。

2022年4月底，这张旧书桌
还被共青团中央青运史档案馆
借用作展品。

在上海支教师生欣喜重逢
叶芷玲是复旦大学第二十五

届研究生支教团成员，她前段时
间刚从宁夏三合中学结束一年的
支教，随即又立马投入了体验营
的志愿者工作。这是志愿服务的
延续，也是她内心的一个小期待：
希望孩子们来上海的时候能有熟
悉的人带着他们一同参加。

“三合中学与王民中学离得
不近，但是交流很密切。王民中
学有旧书桌，三合中学则有一面
签名墙，2001年开始，我们的支
教老师也都会在上面签下名
字。”叶芷玲告诉记者。

这是一面五颜六色的墙，一
届又一届的支教老师把名字和寄
语留在墙上，渐渐模糊的墨迹和
新添的图画，诉说着20余年以来
的接力传承。叶芷玲也在离开之
际将自己的名字留在了这面墙
上，还画下了她的涂鸦头像。

来自三合中学八年级的学
生靳浩博对叶芷玲的印象很深
刻，他说：“叶老师在课堂上表情
严肃，不苟言笑，在教学上对我
们也很严厉。但下课她会温柔
地与我们一起分享她大学里的
生活，还有她的爱好之类的。离
校的时候才突然发现时间流逝
得如此之快。”

在此次体验营上，叶芷玲遇
见了不少熟悉的支教地孩子。
靳浩博对于与小叶老师的重逢
也很开心，但也同时觉着叶老师
和志愿者们很辛苦，一直在为他
们付出。他说：“我在这些志愿
者哥哥姐姐的身上感受到他们
无私奉献的精神，谢谢他们愿意
带我们感受大上海的人文美、科
技美、文化美。”

对于这次体验营，叶芷玲充
满了期待，这一路她都将全程陪
伴，希望孩子们在这趟旅途中长
长见识，见见世面，回去之后更
努力学习，通过知识改变命运，
为自己的人生梦想不断奋斗。

架起三地学生友谊桥梁
此次，总共有来自晋宁两地

革命老区四县七校的160名学生
在沪开展为期 10 天的“职业体
验”活动。活动涵盖“红色寻访”

“科技燃梦”“职业启蒙”“创新体
验”四个主题六大板块。通过走
进红色场馆赓续红色基因，走进
知名学府与大学生面对面；参观
上海地铁、上海国际赛车场亲测
上海速度，也在黄浦区百年中学

“上课”，体验“做一天上海学生”
等，架起沪晋宁三地学生友谊的
桥梁。

首届“志在万里”青少年公
益职业体验营，由上海直品公益
基金会发起，联合共青团复旦大
学委员会、上海市黄浦区教育局
共同主办，联合在沪地标展馆、
百年名校、高科技企业等逾30家
公益伙伴共同合作。上海直品
公益基金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
冯艾说，希望通过一段精心设计
的城市体验之旅、一群阅历丰厚
的职业导师、高校大学生志愿者
以及同龄伙伴的互动交流，能够
给这些青少年提供了解世界、拓
宽视野、增强自信的机会。

复旦大学团委副书记沈逸
超介绍，2024年举办的首届“志
在万里”青少年公益职业体验
营，也是“复旦研支团西部学子
励志游学计划”活动延续的第10
年。作为最早响应共青团中央、
教育部关于启动中国青年志愿
者扶贫接力计划研究生支教团
项目号召的高校之一，复旦大学
于1998年遴选成立首届研究生
支教团，并于 1999 年开始派遣
至宁夏西海固地区开展支教服
务，25年从未间断。“25年，这是
时间坚守的力量，相信接续奋斗
一定能让黄土地绽放别样光芒；
10 年励志游学探索，这是青春
坚持的意义，我们坚信一束微光
能够点亮学生奋斗前路。”沈逸
超说道。

青年报记者 郭颖

本报讯 2006年从香港大
学博士毕业后，郑保富来到上
海，来到张江，与师兄弟一起创
办了皓元医药。那一年，他才
27 岁。上海皓元医药股份有
限公司于2021年在科创板上
市。从创业青年到上市公司董
事长，18年来，郑保富见证了
张江“药谷”的成长。

昨天，张江“药谷”青年
创新创业者联盟在国家上海
生物医药科技产业基地成
立，郑保富作为联盟主席将
带领更多青年创新创业者一
同成长。

国家上海生物医药科技
产业基地——张江生物医药
基地位于上海张江高新技术
产业开发区的核心园区张江
高科技园区，基地重点集聚和
发展生物技术与现代医药产
业领域创新企业，被誉为“张
江药谷”。

从 1992 年张江布局生物
医药，经过30多年的发展，张
江已成为国内生物医药领域
研发机构集中、创新实力强、
新药创制成果突出的全球创
新引领。集聚1400余家生物
医药创新主体，全球医药 10
强有7家入驻张江；全球医药
20强，在张江设立9家开放式
创新中心；中国医药工业百强
企业，近三分之一将研发布局
张江。

张江集聚近7万生物医药
从业人员，在新药研发、工艺开
发、质量管理、商业流通等环节
集聚了一大批专业人才，并拥
有中国1/4的生命科学与医学
领域院士。

张江培育的一类新药上市
数量达到全国三分之一。目前
拥有在研药物品种超过 600
个，1类新药占比超过50%。创
新成果快速涌现。张江研发并
申报的16个1类新药，12件创
新医疗器械产品获批上市，创
造了全国或全球多个“第一”的
纪录。

“张江药谷已经成为中国
生物医药一张世界级的名片，
越来越多的青年创业者在这里
实现了自己的人生价值。但
是，生物医药的青年创业者，
要有更多的转变，因为生物医
药行业具有高技术壁垒，大多
数青年创业者都是拥有技术
经验，但是往往对企业运营发
展缺少经验。”郑保富告诉青
年报记者，生物医药行业是公
认的“三高一长”：高风险、高
投入、高回报、长周期。研发
一款新药需要 15 年，投入 10
亿美元，但是成功率只有3％
到5%。

此番有4位“老张江”获聘

张江“药谷”青年创新创业者联
盟导师，他们都是“业内大咖”：
和元生物的潘讴东、美迪西的
陈春麟、华领医药的陈力、宜明
昂科的田文志。

“我们的联盟既有政府部
门的关怀，同时又有导师的

‘传帮带’，他们会把一些好
的企业运营经验，分享给青年
创业者，让他们在成长的道路
上少走弯路，通过融合提高生
物医药创新效率。”郑保富认
为，生物医药的青年创业者，
往往需要经历从科学家到企
业家的蜕变，联盟将为青年创
业者提供辅导案例支持，让他
们尽快地从科学家蜕变为企
业家，从而保障企业运营的成
功，为生物医药创新进一步发
展做好支撑。

“作为导师，我们有3个重
要的使命。”华领医药创始人兼
CEO 陈力博士表示，他们将为
年轻企业家树立继续创新创业
的决心和信心。“眼下产业结构
也在发生新的迭代，产业环境
发生了大大的改变，我们有非
常好的平台，在非常好的人才
以及政策环境条件下，这些年
轻企业家如何用好我们的产业
环境、企业生态，能够让他们在
企业的发展过程中充分获益，
迅速成长，这也是我们创业导
师的一份责任。”此外，导师们
还将扩大青年创新创业者的国
际视野，“让他们了解行业在全
球不同区域的需求以及创新创
业机会，从而真正成为全球产
业发展的主导。”

陈力坦言，现在的青年创
新创业者接触的信息远比 20
年前多，但是他们用于创新的
技术门槛相对也有所提高，这
就要求年轻人能够坚守自己的
信心，在创业的过程中敢于参
与竞争，敢于突破，要能够建立
自己的赛道。

此番张江“药谷”青年创新
创业者联盟实践基地同时授
牌，国际医学园区、医疗器械园
区、生物医药园区、国际创新港
等获得授牌。

续写旧书桌的山海情
支教师生在上海这个体验营里再相逢

“感觉很科幻！”在复旦大学新闻传播学实验教学中心，宁夏西吉县王民
中学学生马瑞与同学们好奇地站在演播室镜头前，兴奋地观察着屏幕上“被
包装”了的自己。初次来上海，这个从未出过宁夏的男孩激动不已。

首届“志在万里”青少年公益职业体验营正在上海火热开展，来自晋宁两
地革命老区四县七校160名学生和20名骨干教师受邀开启为期10天的“职
业体验”主题公益活动。支教老师和学生在上海这个体验营里“再相逢”，也
由此续写那张旧书桌、那面签名墙的“山海情”。 青年报记者 刘昕璐 实习生 赖炜

张江“药谷”传帮带
“行业大咖”当导师助力
生物医药青年创新创业

“志在万里”青少年公益职业体验营
续写那张旧书桌、那面签名墙的“山海
情”。 受访者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