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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异国实验室熬了无数通
宵，数据图表堆成山时，总想起
家乡清晨的豆浆香。外面的世
界再精彩，根始终在这里。收拾
行囊时，这群青年医者的箱子里
装的不只是论文，还有想为这片
土地做点什么的热望。

2015年，王球玉从上海交通
大学博士毕业，远赴美国密歇根
大学生命科学研究院开展博士
后研究，聚焦机体能量代谢平衡
及代谢性疾病发病机制。六年
海外科研时光里，国际前沿的科
研思维、浓厚的学术氛围成为他

科研生涯的宝贵财富。
“待得越久，越想把知识用

到国内临床实践中。”王球玉坦
言，目睹祖国医疗领域对创新
技术的迫切需求，内心的使命
感愈发强烈，“回国，是必然的
选择”。

同样在2015年，从四川大学
华西临床医学院博士毕业的王
润词，站在了职业生涯的十字路
口：深耕科研，还是投身临床？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
医院风湿科沈南教授的一句话
点醒了她：“青年时期是科研思
维塑形的黄金期，是吸收新知
识、新技术的最佳阶段。”为拓宽
视野，她远赴美国宾夕法尼亚大
学及哈佛大学开展博士后研究，
深耕风湿病及细胞免疫治疗领
域，取得一系列重要成果。怀揣

“将先进理念带回祖国、惠及更
多患者”的梦想，她的归国第一

站，选在了上海。
1993年出生的刘晓南，2017

年从广州来到美国约翰霍普金
斯大学，师从华人骨科领军人物
曹旭教授。五年间，他在骨衰老
和转化研究领域深耕，拿下美国
骨与矿物质研究学会优秀研究
者、国家海外高层次人才等多项
荣誉，成为导师眼中的潜力新
星。“国际形势的变化让我看清，
国内更能实现我的科研理想。”
他感慨，“尤其是看到国内医学
科研平台的飞速发展，回来的念
头越来越坚定。”

上海如何多维度织密
海外人才“引力网”

本报讯 记者 顾金华 上海
正以开放包容的姿态、优质完善
的服务、浓厚的创新氛围，凝聚更
多青年才俊。

记者从上海市卫生人才交流
服务中心获悉，为持续强化海外
人才招引，政府、高校、医疗机构
等充分发挥各自优势，围绕海外
人才招引同向发力、同题共答。
线上线下联动拓宽宣传半径：一
方面，依托国际知名招聘网站、医
疗行业专属平台精准发布招募信
息，同时与学联组织等人才聚集
群体深度合作，动态掌握人才分
布与职业需求，同步推送医院品
牌与招募计划；另一方面，通过社
交媒体生动展示医院发展成果与
文化底蕴，让海外人才直观感受
上海医疗领域的活力。

与此同时，上海积极“走出
去”拓圈：组织团队走进国际顶尖
医学院校，举办专场沙龙、学术交
流会，主动参与国际年会、行业论
坛等高端平台，既扩大医院国际
影响力，也增加与海外人才面对
面沟通的机会。在科研协同中挖
掘潜力人才：通过参与国家级科
研项目、人才计划申报，精准识别
专业能力突出的青年学者；与海
外知名医学院校、科研机构建立
长效合作机制，通过互访交流、联
合攻关等方式深入了解人才能
力，锁定培育对象。

更值得关注的是，上海正通
过“品牌输出”增强吸引力：在海外
设立医院代表处，集中展示学科优
势与中国医疗服务特色，让世界看
到上海医疗的实力与潜力；鼓励医
院通过联合科研、技术输出等方
式，将临床经验与科研成果转化为
国际话语权，以专业影响力吸引人
才主动汇聚。这套“引才组合拳”，
既搭建了人才与平台的对接桥梁，
更彰显了上海对全球医学人才的
开放姿态与包容胸怀。

在这片创新热土上，更多精
彩的科研故事正在上演，为中国
医学事业注入源源不断的动力。

跨越重洋的归心与选择上海的理由
三位海归医学青年扎根申城的背后

从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内分泌实验室的仪器嗡鸣，到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风湿免疫科诊室的
医患交流，再到上海市第六人民医院骨科研究所的样本分析——越来越多海外优秀青年医学人才，选择上海作为科
研与临床生涯的新起点。

黄浦江畔，一场人才与创新的生动实践正在上海这个医疗科研高地精彩上演。上海是如何多维度织密海外人
才“引力网”，让这些曾深造于世界顶尖学府的才俊，带着国际前沿视野归国，在这片创新热土上，书写着临床与科研
深度融合的青春答卷？ 青年报记者 顾金华

上海，这座国际化大都市究
竟有何魅力，让优秀人才纷纷扎
根？

2022年，作为上海市青年人
才，王球玉入职复旦大学附属中
山医院内分泌科，被聘为青年研
究员，次年获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优秀青年科学基金项目资助。

“中山医院的临床资源和科研实
力，是我最看重的。”他说，国外
的基础研究与临床存在距离感，
而在这里，“科研和临床近在咫
尺”——深厚的学科底蕴、导师
李小英教授的团队支撑，每天接
触的大量临床病例，为科研提供
了源源不断的灵感。更打破他
固有认知的是，“医院对科研及
转化的重视，不亚于国外高校，

机制、资金、人才、服务等多维支
撑，让科研落地更顺畅”。

面对多家国内外高校与科
研机构伸出的橄榄枝，刘晓南被
上海市第六人民医院刚刚获批
的国家骨科医学中心深深吸引：

“这里有完善的产学研链条。比
如，与院内合作的项目，在国家
骨科医学中心刘珅教授的组织
和协调下，半年就能积累数百个
样本，这在国外难以想象，能大
大加快研究进程。”此外，上海的
政策暖意让他安心：三年免租过
渡住房、科研团队配备、实验室
场地保障，实现“拎包入驻”，省

去初创阶段的琐碎。于是，他进
入六院国家骨科医学中心成为
一名骨科临床医生，并担任上海
交通大学医学院的研究员、博士
生导师，开启临床科研双轨并行
的发展路径。

对王润词而言，选择上海还
饱含情感因素：父亲曾在仁济医
院学习，沈南教授的建议也让她
铭记于心。仁济风湿科的学术
氛围、研究背景，对海归人才的
包容，让王润词坚定了选择。在
她看来，上海医院的科研硬件已
与国外处于同等水平。“先进的
实验室和设备能支持高水平项

目，团队里既有顶尖临床专家，
也有迅速成长的青年研究者，学
术交流氛围不输国外，还提供自
由宽松的空间。”她说。

更让她安心的是生活保障：
通过上海海外人才政策及医院
支持，她顺利落户、安家，“既能
安心做研究，也能享受便利生
活”。

事实上，上海的吸引力远
不止于此：便捷的落户政策、优
质的子女教育、充足的科研经
费、国际化的交流环境，共同构
成“强磁场”。正如王润词所
说：“上海的医疗水平、专业程
度、服务精神全国领先，对不同
背景的青年人才充满理解和包
容。”

扎根上海后，这些青年学者
迅速融入，在各自领域发光发
热，用行动诠释归国价值。

刘晓南在上海市第六人民医
院国家骨科医学中心的日子充实
而高效。作为在培医师与科研骨
干，他每日清晨7点半到岗，术后
便扎进实验室，常工作至凌晨。

“上海的科研热情让我震撼。”他
举例，曾提出靶向衰老细胞材料
的研究设想，半小时内就联系到
相关专家，两天后项目即启动，

“这种效率在世界上都罕见，让我
能心无旁骛地投入研究”。

科研本易因周期漫长让人
却步，但在这里，科研进程被大

幅加速：午餐时的偶然交流可能
催生颠覆性设想，前沿实验材料
需求通过国内外网络，半天内就
能定位合作方，当周即可推进项
目。“我研究的分子生物学骨衰
老领域，对转化和材料依赖度极
高，只有在上海，才能实现如此
高效的基础临床对接与国际科
研协同。”刘晓南感叹，这样的效
率远超他过往的经验。

王润词在仁济的经历，则凸
显了临床与科研结合的价值。
规培期间，她遇到一位因抗肿瘤

免疫治疗引发严重自身免疫病
的危重患者。凭借在美国积累
的经验，她与团队突破常规，用
风湿病常用生物制剂进行个体
化治疗，最终帮助患者康复。“看
到患者的笑容，所有努力都值
得。”这一案例，更坚定了她在上
海深耕的决心。

在中山医院，王球玉每周参
加研究生工作汇报。临床医生
带来的实际问题，为他的科研注
入灵感。“与临床深度合作，不仅
帮学生解决难题，我的思维也从

基础研究转向了临床应用。”他
表示。团队建设上，他借鉴国外
经验，将课题汇报与团队活动结
合，定期组织学术沙龙和团建，
让成员在轻松氛围中交流想法，
增强凝聚力。

工作之余，他们也在感受上
海的温度：刘晓南常与同事相约
咖啡厅畅谈医学，与院士、科学
家面对面交流；王润词则和从事
设计工作的先生逛艺术展、打理
阳台花园，“上海的文化场馆和
公园，为我们提供了放松空间”。

对于未来，三位青年医者目
标清晰：解开更多未解之谜，为
患者带来希望。

赤子之心 心向故园的坚定

上海引力 充满魅力的沃土

创新热土 让人震撼的热情

王球玉 王润词 刘晓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