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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观公正专业地考量人才
“我是在国际‘小同行’评价机

制支持下，成长起来的。”山东高等
技术研究院研究员吴小虎最想感
谢的是那些从未谋面的同行。

从事辐射换热、太阳能综合
利用、微纳光学等领域的研究，
这位“90后”科研工作者的成果
引起国际学界关注。其中，率先
观测到双曲材料中的非对称吸
收，入选美国光学学会年度全球
30项光学进展。

“我的研究虽然相对小众，
但是得益于国际‘小同行’评价，
我在入职聘用、申请高级职称、
申报人才计划等各环节都获得
了研究院的支持，申请到充足的
科研经费和学术交流机会。”吴
小虎说。

2022年9月，科技部等八部
门出台《关于开展科技人才评价
改革试点的工作方案》，在6个地
方和21家高校院所开展试点工
作。作为地方试点机构之一，山
东高等技术研究院建立并完善
了国际“小同行”评价机制，聚焦
申请人的细分研究领域，组建不

少于15人的同行专家评审团，其
中海外专家不少于二分之一。

“不唯论文、不唯奖项，客
观、公正、专业地去考量申请人
的科研水平、创新能力和实际贡
献。”山东高等技术研究院人事
部副部长张冲介绍，目前，研究
院已吸纳300多名具有鲜明学科
特色的专家。

“科研成果不能一蹴而就，
需要经过无数次失败和调整。
科研人员更不是一夜之间就能
成才，必须尊重科研规律和人才
成长规律，让高水平人才‘稳稳
长出来’。”科技部人才中心研究
员林芬芬说，针对基础研究类人
才推行以同行评价为主的方式，
有利于鼓励科研人员投身高风
险、长周期的原创性研究，激发
他们的创新创造活力。

让研究者安坐“冷板凳”
“拉长考核周期，能让大家

沉下心来研究真正有意义的问
题，而不是为了交差做一些短平
快的研究。”作为长周期考核的
受益者，四川大学数学学院教授
吕琦潜心研究随机分布参数系

统控制理论，解决了一些长期未
决的挑战性问题，受邀在国际数
学家大会作45分钟报告。

针对数学学科研究周期长、
成果产出慢的特点，四川大学在
数学学院设立“人才特区”，对新
进人才实行长周期考核，首聘期
期满后经学校审批同意可适当
延长聘期年限，最长不超过8年。

基础学科研究是在“无人
区”探险，必须安坐“冷板凳”，才
能发现“新大陆”。随着科技人
才评价改革深入推进，各级试点
单位按照学科特点和任务性质，
确定更加科学的评价周期——

华中农业大学实施“狮山硕
彦计划”，建立了成熟型人才“5
年+5年”和成长型人才“3年+3
年”的长周期考核评价机制；北
京大学结合基础学科特点，注重
学术积累和过程培育，新体制教
师预聘期可根据学科情况延长
为8年；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
新入所的研究人员，6年内不需
要考核，工资为年薪制……目
前，90%以上的中央级试点单位
对基础研究人才或青年科技人
才实行5至10年期的考核评价。

青年科研人员是科技创新的
主力军、生力军，也是科技创新政
策的受益者。建立符合学科规律
和特色的人才评价机制，才能让
真正爱科研的人出真成果。

“未来，我会继续在研究领
域内探索，争取做出更多‘从0到
1’的创新成果。”吕琦说。

为青年英才减负赋能
“我的每一步成长都离不开

学校的支持。”山东大学集成电
路学院教授徐明升庆幸自己赶
上了“好时候”——入职时他被
聘为“预聘制副研究员”，以往预
聘制留校需要竞争名额，但2019
年学校人事制度改革后，不再有
名额限制，只要成果业绩特别优
秀就可以获得聘任。

“我不再为竞争焦虑，而是
将更多精力用在科研上。”徐明
升说，2020年，他获聘副教授后，
承担了多项国家重点任务，授权
专利20余项，仅用3年不到的时
间就晋升了教授。

山东大学人事部部长、人才
办主任刘健说，过去晋升不仅看
文章，更要满年限、论资历。现

在学校全面推广代表性成果评
价，更加关注创新质量、社会贡
献和国际国内影响力，对服务国
家区域战略作出特殊贡献的青
年学者，学校予以重点支持。

支持青年人才发展，需要为
他们创造潜心研究的成长环境。
为此，深圳湾实验室着力构建青
年科研人才引育新生态，赋予他
们充分的自主权和发展空间。

“我可以自主招聘团队成
员，自主选择和调整科研任务技
术路线，更自由地支配科研经
费、开展学科交叉合作等等。”深
圳湾实验室分子生理学研究所
特聘研究员张浩岳利用入职时
拨付的科研启动经费，带领课题
组研究染色质三维折叠的动态
形成过程、形成机制以及后续应
用，最新研究成果近日在国际学
术期刊《自然》上发表。

拔节生长的青年英才，扎根
于减负赋能的创新沃土。如今，
张浩岳的课题组“95后”生力军越
来越多。他说：“我们会继续耕好
这块科技人才评价改革的试验
田，鼓励更年轻的科研人员大胆
发现、自由探索。” 据新华社电

让高水平人才“稳稳长出来”
——我国青年科技人才培养探索推进

科技是第一生产力、人才是第一资源、创新是第一动力。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坚持创新引领发展，一体
推进教育发展、科技创新、人才培养”。

如今，越来越多的青年人才在科技创新的舞台上挑大梁、当主角。怎样才能更好地帮助青年人才成长？如何
进一步激发青年人才的创新活力？日前，记者走进部分高校和科研院所，聆听青年人才对创新发展的期盼诉求。

海外高层次医学人才缘何选择回归上海？
青年报记者 顾金华

本报讯 在医学的广袤天地
里，有这样一群追光者，他们跨
越山海，在海外知名学府追逐着
前沿医学的智慧之光。然而，心
底那份炽热的情怀与沉甸甸的
责任感，让他们回到祖国，落脚
上海。在这座充满机遇与希望
的城市里，他们重拾学医初心，
将青春梦想一步步照进现实。

回到上海，缘于内心那
份责任和担当

在仁济医院血管外科的门
诊室内，1992年出生的齐昊喆正
专注地为患者答疑解惑。

2018年，齐昊喆从上海交通
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获得
硕士学位后，远赴德国海德堡大
学曼海姆医学院深造。2021年
10月，拿下博士学位的齐昊喆毫
不犹豫地回到上海。再次踏入
仁济医院，他惊喜地发现，这里
为他搭建了广阔的发展平台：在
工作中，医院给他提供了临床和
科研双导师；生活上更是享受到
了房租补贴等福利，让他能心无
旁骛地投入工作。

经过严格考核与科室轮转，
今年起，齐昊喆正式成为仁济医
院血管外科的一名临床医生。

“很多人问我，为什么没想过留
在国外呢，但这其实是我学医的
初心。我在上海开启学医之路，
现在正是回报这座城市的时
候。”齐昊喆说。

凭借扎实的专业知识和真诚

的态度，齐昊喆迅速赢得患者信
赖。他在提供精准诊疗服务的同
时，格外注重与患者沟通交流。每
次门诊，他都会耐心倾听患者诉
求，仔细询问病情细节，不放过任
何影响诊断和治疗的关键因素。

在做好日常诊疗工作的同
时，齐昊喆时刻关注医学领域前
沿动态，积极探索将前沿医学技
术应用于临床实践。“在科技飞
速发展的当下，医疗行业唯有不
断创新，才能更好地满足患者需
求，而对于我们来说，学习的步
伐永远不会停下。”齐昊喆说。

新的起点，挑战与机遇
相互交织

齐昊喆的选择并非个例。
近年来，越来越多像他这样优秀
的医学生，在海外完成学业后，
毅然回国投身医疗事业，上海交
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研
究员、博士生导师桂俊也是其中
一员。

2013年，桂俊从复旦大学上
海医学院免疫学系博士毕业；
2014年 5月她前往美国宾夕法
尼亚大学从事肿瘤免疫学方向
的研究。在国外学习期间，她常
常一天十几个小时泡在实验室，
高强度的工作让她积累了丰富
的科研经验。

“虽然国外科研环境优越，
但目睹国内医学科研领域的飞
速发展，我觉得自己也应该回家
了。”桂俊说，在国外待了6年多
后，她决定回上海，希望把在国
外学到的知识和经验带回国。

回到上海的第一天，桂俊便
感受到这座城市的巨大变化。
遍布全市的智慧医疗系统，以及
仁济医院提前为她准备好的实
验室和完善的科研平台，都令她
眼前一亮。“有种‘拎包入住’的
感觉，就像一个‘家’在等着我回
来，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在仁
济医院，桂俊结识了许多同样从
海外归来的同事，一支支国际化
的科研团队汇聚在一起，凝聚成
强大的合力。

回到上海后，桂俊的身份也
发生了转变。1987年出生的她，
从一名普通的实验室科研人员，
成长为科研团队的负责人。她
带领着一支8人的团队，投身肿
瘤免疫领域的科研工作。“之前
我的工作就是做好科研本身；但
现在除了科研，还要带领好团
队，带领团队的年轻人一起成

长。”在桂俊看来，回到上海做科
研，挑战更大。但她觉得，挑战
的同时，也有着很好的机遇。因
为在医院做科研，可以将临床和
科研更好地结合起来，真正解决
临床上发现的问题。

桂俊说，回国不是终点，而
是新的起点。“上海不仅有世界
一流的硬件设施，更有对科技创
新的包容与支持。在这里，我也
能实现更大的价值。”回国后，桂
俊科研成果丰硕，四年内带领团
队取得了系列研究成果，以通讯
作者共发表论文5篇，其中多篇
发表于世界顶尖刊物，并荣获了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优秀青年
科学基金项目”资助。

齐昊喆、桂俊等海归医务青
年的选择，正成为众多年轻人的
共同选择。先进的医疗设备、完
善的科研体系、丰富的临床病例

资源，吸引着海外人才回国发
展。与此同时，国家和地方政府
也出台一系列优惠政策，吸引海
外高层次人才回国创新创业。在
科研经费支持、住房补贴、子女教
育等方面给予优惠待遇，解决海
外人才的后顾之忧，让他们能够
全身心投入医疗和科研事业。

对于上海这座城市来说，这
些海归医务青年带回的，不仅是
先进的医学技术，更是对医疗事
业的深刻理解和国际视野。他们
在海外的学习和工作经历，使他
们接触到多元的医疗理念和管理
模式，并将这些元素融入国内医
疗体系。而对于这群年轻人来
说，这里更是梦想启航的地方。

上海，这座充满活力与机遇
的城市，为年轻人提供广阔舞
台，见证他们在医学道路上的不
懈追求与辉煌成就。

▲齐昊喆开展学术演讲。
◀桂俊与同事沟通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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