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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站”工作，还是留下来继续做

博士后？赫肖肖思忖再三，选了后者。

这名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以下

简称“交医”）的年轻科研人员，2022 年

10 月博士后“期满”出站，交医把去留、

续期的决定权交给了她。

博士后拥有更大的科研自主权，

这 受 益 于 交 医 的 博 士 后 激 励 计 划 。

2016 年，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与全国

博士后管委会印发《博士后创新人才

支 持 计 划》，启 动“ 博 新 计 划 ”。 2018
年，上海推出了“超级博士后”激励计

划，对通过遴选的优秀博士后，由上海

市给予每人两年共 30 万元的资助，同

时由设站单位给予不低于 1∶1 的配套

经费资助。在沪各高校纷纷响应，推

出各自的激励计划。实施几年来，这

些计划支持了大批从事基础研究的博

士后，让他们在保障经费的前提下，勇

攀科学高峰。

多年期培养，让真
正对科研感兴趣、有潜
力的年轻人脱颖而出

赫 肖 肖 笑 称 自 己 是“ + X”博 士

后。“2+X”是交医对博士后培养的创

新之举，意为多年期培养模式，博士后

在两年出站时，如顺利通过中期考核，

则进入“X”培养阶段，不设定研究期

限，选题自主、经费保障。5 年来，交医

有 400 多名博士后入选激励计划，其中

有 51 名像赫肖肖这样的“+X”博士后。

中期考核令赫肖肖印象深刻。 7
年的研究要浓缩到 10 分钟的答辩里，

讲清楚课题的创新性，挑战不小。赫

肖肖研究的是骨髓里的代谢产物如何

决定白血病干细胞的命运。回想 7 年

前，她受到导师鼓励，尝试将代谢产物

的受体研究首次引入血液肿瘤，竟意

外发现受体居然是一个“家族”，它们

的“ 喜 怒 哀 乐 ”可 能 左 右 着 白 血 病 的

发生。

实验失败时常发生，赫肖肖坦言：

“我没有发过顶级期刊论文，也无法预

估什么时候能完成解析，但生命科学

研究就像秘境追踪，一旦开启了就想

一直追下去。”研究的创新性得到专家

们的一致认可，她以考核成绩“优秀”

如愿进阶“X”培养阶段。

“我们采用了同行评议方式，不唯

论文，而是重点考查课题的研究价值、

科研人员的创新潜力和科学精神。”交

医副院长郑俊克说，“+X”模式好比一

个科研“滤网”，让真正对科研感兴趣、

有 潜 力 的 年 轻 人 在 专 业 评 审 中 脱 颖

而出。

怎样让优秀青年科研人才在本土

成长起来？

“交医推出这项激励计划主要为

了解决两个问题：提升博士后的待遇，

打通他们的成才和上升通道。”郑俊克

说。国内博士后流动站制度通常为期

两年，要培养科研人员独立发现并解

决问题的能力，乃至产生原创性的成

果，较为困难。为此，交医对标国际通

行的科研体系，以更加柔性的不设定

研究期限的模式，鼓励青年科研人员

潜心科研，追逐学术梦想。自 2018 年 5
月至 2022 年 12 月，交医共招收 600 多

名博士后，从进站一级学科来看，基础

医 学 和 生 物 学 的 博 士 后 队 伍 最 为

庞大。

郑俊克说，博士后是科研人才“蓄

水池”，把人才梯队培养好，促进科研

的发展，唯此，科研人才才不会断层，

基础研究才能不断取得突破。

宽容失败、鼓励创
新，提供更大力度、更
长期、更稳定的支持

博 士 后 期 间 要 培 养 哪 些 科 研 能

力？自 2021 年进入同济大学化学博士

后科研流动站后，宋子洋一直在思索。

“当碰到应用问题时，就想回到基

础研究，从源头找答案。”他把原本作

为 有 机 化 合 物 催 化 剂 的 三 嗪 基 化 合

物 ，首 次 引 入 锌 离 子 电 池 电 极 材 料 。

宋子洋在读博时的这个大胆设想，得

到了导师的支持，经过反复试验，解决

了困扰学界多时的锌离子电池寿命和

容量难以兼顾的问题，成果发表于国

际期刊《德国应用化学》。

学校和课题组的大力支持，让宋

子 洋 选 择 继 续 留 在 本 校“ 掘 一 口 深

井”。两年来，宋子洋获得上海市“超

级博士后”激励计划资助，承担国家博

士后科学基金面上项目、上海市启明

星项目扬帆专项等，协助指导课题组

的 3 名博士生和 1 名硕士生。

“宽容失败、鼓励创新”的学术氛

围、一流的研究设施与平台，为博士后

的研究之路提供强有力的支持。

刘春森从复旦大学微电子学院博

士毕业后，特地跨学科到计算机学院

做博士后，“去了解顶层需求，才好回

过头来做底层的器件研究”。宽松的

学术氛围下，他只问兴趣所向、科研需

要，不担心跨学科后错过本专业的发

展机会。“经过博士后阶段的‘大浪淘

沙’，更清楚自己是否适合做科研。”在

刘春森看来，博士后是从学生到独立

科研至关重要的科研衔接，“基础研究

是一个积跬步行千里的过程，既然选

择做博士后，就要在科研这条路上走

到底，兴趣、热情、执着，缺一不可。”

尽管博士后的管理机制在不断完

善，但记者在采访中发现，一些管理人

员仍将博士后视同为科研过渡期，流

动站重“流动”轻“稳定”。有关专家指

出，国内的博士后管理需要专业团队，

管理体系需更加明晰，比如有些地方

归人事处管，有些则归口在科研处的

情 况 依 然 存 在 。 课 题 组 仍 是 学 生 居

多、博士后偏少的人员结构，有些博士

后进站后仍像硕士、博士一样由导师、

课题组组长管理。博士后应当成为基

础研究的主力军，需要更大力度、更长

期、更稳定的支持。

架设人才梯子，打
开博士后“之后”的科
研通路

2021 年博士后出站后，29 岁的刘

春森入职刚成立不久的复旦大学芯片

与系统前沿技术研究院。仅过半年，

在研究院的鼓励下，他申报并成功入

选了上海“基础研究特区计划”，是复

旦大学首批入选者中最年轻的一位。

他没想到，资历尚浅的自己能获得数

百万元的科研经费支持。

是幸运儿还是体制机制使然？博

士后“之后”如何继续科研之路？上海

探索打开博士后人才“晋升”天花板，

各类资助向基础研究领域的青年人才

倾斜。

2016 年，交医推倒资历“围墙”，对

于优秀的博士后，出站后可以给予引进

人才的同等待遇，直接进入交医或附属

医院工作；特别优秀者，甚至破格申报

副高或正高级专业技术职称。刚柔相

济的激励措施，为优秀博士后提供了入

职与破格晋升的“绿色通道”。

交医的博士刘兆远致力于通过前

沿的单细胞测序技术和遗传学谱系示

踪技术来研究髓系细胞的发育，研究

成 果 发 表 于 国 际 期 刊《细 胞》。 2019
年，他博士后出站后留在交医，同年就

破格晋升为副研究员，成为交医最年

轻的博士生导师。出站留在交医的博

士后中，2020 年就有 4 人破格晋升为副

研究员。

同济大学精密光学工程技术研究

所 博 士 后 董 思 禹 研 究 微 纳 光 学 设 计

制造，相关学科创设不过 10 余年，但

他 并 不 担 心 研 究 过 于 前 沿 、方 向 太

窄，博士后出站后找不到好的科研岗

位 。 相 反 ，经 过 博 士 后 阶 段 的 锻 炼 ，

他 更 加 笃 信 自 己 能 够 拥 有 科 研 的 底

层 能 力 ，“ 学 校 的 博 士 后 管 理 办 公 室

会组织专家辅导我们，从申报课题到

带学生，提供专业帮助。”学校还制定

实施《基础研究能力提升计划》，设立

“自主原创基础研究项目”，种种举措

都 在 鼓 励 科 研 人 员 开 展 科 学 前 沿 和

“从 0 到 1”的原创性研究，为基础研究

架设人才梯子。

“充满不确定性的科学发现无法

规划，但学术生涯、人才成长需要确定

而缜密的规划安排，并在实施过程中

不断迭代。”董思禹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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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更多基础研究人才竞相涌现R

大幕拉开，一声汽笛，巨轮入港……

近日，作为港口工业题材的舞台艺术作

品，舞剧《东方大港》亮相第十四届全国

舞蹈展演，获得不错反响。

宁波，因水而生，因港而兴。宁波舟

山港更是服务国家战略的重要力量，货

物吞吐量连续 14年位居全球第一。

那么，硬核的工业形象、抽象的数字

成绩、陌生的港口题材，如何以舞剧的形

式获得观众共鸣？

答案是：深入港口生活，扎根工作一

线。我在宁波深扎了 6 个月，穿梭于大

小港口，与一线工人同吃同住同劳动，素

材源源不断、灵感迸发而出。老一辈建

设者不约而同地回忆起肩扛背驮、与自

然灾害斗争的故事，往往需要用生命去

守护宝贵的建设物资。年轻人则讲到不

舍 昼 夜 、苦 心 孤 诣 开 展 科 技 攻 关 的 历

程。老一辈人经历过港口生活的不易，

也见证了港口的壮大。如今，年轻人从

前辈手中接过重担，继续为梦想奔跑。

最是细节动人心。由鲜活故事编创

的“中外双方关于技术续约的谈判”“攻

克技术难关”等舞段，源于现实、情真意

切，打动了不少观众。舞剧中，小家的喜

怒哀乐与大港的峥嵘岁月、小人物的奋

斗史与大时代的发展史，彼此交织互动，

感人至深。演职人员感慨：港口建设者

身上向美向善、敢拼敢闯的精神内核和

家国情怀，是大港定海之“桩”。

集装箱是港口最显著的标志之一，

也装载着千家万户对幸福生活的追求。

舞台上，集装箱装置反复出现，它时而是

冷峻严谨的办公室，承载着科研的重任，

时而是充满柔情的温暖小家，释放爱与

温暖。港口背后更丰富的故事与温情，

随之汩汩而出。

我们会记住，有年轻观众写下万字

观后感，抒发当代青年的奋斗志向；也会

记住，有老人专程找到剧组，动情地说，

“在剧中看到了自己的青春故事，点点滴

滴十分感动”。带着万千期许，我们将不

断打磨提升，演绎和续写自强不息的奋

斗故事。

（作者为舞剧《东方大港》编导，本报

记者郑海鸥采访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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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北京 7月 31日电 （刘诗瑶、占

康）31 日下午，在神舟十五号航天员乘

组返回 57 天后，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

心举行乘组与记者见面会，3 名航天员

亮相北京航天城。

乘组飞行正常返回后恢复期主要分

为隔离恢复阶段、疗养恢复阶段、恢复观

察阶段 3 个阶段实施。截至目前，神舟

十五号乘组已完成前两个阶段工作。从

整体来看，航天员身心状态良好，达到了

预期效果，已全面转入恢复观察阶段。

待完成任务返回后恢复健康评估总结，3
名航天员将转入正常训练工作。

见面会上，乘组就驻留空间站阶段

和返回后的相关情况答记者问。作为执

行出舱任务次数最多的乘组，指令长费

俊龙表示：“4 次出舱是我们这次任务的

亮点，也是中国载人航天事业的亮点，它

是今天的纪录，更是明天的起点，我们相

信后续的乘组会创造更多更新的纪录！”

航天员邓清明坚守 25年的奋斗历程

令在场每一个人感动。25年的坚持，邓清

明时刻准备着。“25”也是一个令他倍感幸

福的数字。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乘组从

问天阁到报告出征地点，正好走了 25米。

两个“25”鞭策并鼓励他不辜负党和人民

的厚望重托，坚决圆满完成任务。

航天员张陆在太空拍摄了大量精美

的照片。一次次在舷窗边眺望祖国和家

乡，他感慨万千：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

家。家国情怀，是刻在骨子里的情怀，承

载着中华儿女千百年来对“家乡”的深厚

眷恋，更是对“国家”的绝对忠诚。

两次飞上太空并担任指令长的费俊

龙有了新的体会，他认为两次任务虽然

有所不同，但是，永远不变的是他们为祖

国出征太空的初心使命、永不停歇的备

战训练、逐梦九天的赤胆忠心。不管何

时飞天，不管几次飞天，他们都时刻准备

着再次为国出征。

神舟十五号乘组被网友称为“圆梦

乘组”。对于梦想，邓清明深有感触：“中

国梦、航天梦、我的梦，同心筑梦、并肩追

梦、携手圆梦。正是一个个梦想的叠加，

描绘出新时代最为壮阔的图景。”

两次“太空会师”成为中国载人航天

的高光时刻和历史瞬间。张陆回顾了两

次团聚的温暖细节，并感慨道：“神舟十

四号乘组传递给我们的这份关爱，我们

也传递给了神舟十六号乘组。这份浓浓

的情谊，是生死相托的相互信任，也是航

天精神的接续传承。”

当记者提到我国载人登月任务时，

费俊龙充满期待：“我们全体航天员都将

为这一新目标不懈奋斗，永远做新时代

中国航天事业的奋斗者、攀登者，迈向更

远深空，在新征程上再立新功！”

上图：航天员费俊龙（中）、邓清明

（右）、张陆敬礼致意。

新华社记者 郭中正摄

神十五航天员乘组
归 来 后 首 次 亮 相

本报广州 7 月 31 日电 （记者罗

艾桦）近日，由广东粤剧院二团创作的

新编粤剧《独立团长》在广东粤剧艺术

中心首演。舞台上，被誉为“铁军”的

叶挺独立团所展现的铁的信念、铁的

意志、铁的团结、铁的纪律、铁的作风，

打动了观众。

该剧以中国共产党第一支革命武

装叶挺独立团在广东省肇庆市成立的

历史事件为创作依据，由广东粤剧院

院长曾小敏担任艺术总监，国家一级

编剧尹洪波担任编剧，编剧陈锦荣担

任粤剧改编，粤剧表演艺术家丁凡担

任总导演，国家一级演员、梅花奖得主

彭庆华和蒋文端领衔主演。

新编粤剧《独立团长》首演

近日，教育部印发《教育部关于实施

国家优秀中小学教师培养计划的意见》

（以下简称《意见》）。《意见》提出，从 2023
年起，国家支持“双一流”建设高校为代表

的高水平高校选拔专业成绩优秀且乐教

适教的学生作为“国优计划”研究生，在强

化学科专业课程学习的同时，系统学习教

师教育模块课程（含参加教育实践），为中

小学输送一批教育情怀深厚、专业素养卓

越、教学基本功扎实的优秀教师。

“国优计划”研究生如何选拔与培

养，《意见》有哪些政策创新点？

《意见》提出，推动高水平高校为中小

学培养研究生层次高素质教师，“让优秀

的人培养更优秀的人，夯实拔尖创新人才

培养基础”。

“目前，我国举办师范类专业的院校

超过 700所，数量众多，但高水平院校特别

是高水平综合大学、理工类大学占比不

高；师范生培养体量不小，但学科结构和

培养层次有待优化。”教育部教师工作司

负责人介绍，《意见》的出台旨在健全中国

特色教师教育体系，进一步完善师范人才

培养结构，着力提升培养质量。

该负责人介绍，“国优计划”首批试

点支持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复旦大学、

上海交通大学等 30 所“双一流”建设高

校承担培养任务，于 2023 年 9 月启动实

施，开展首批“国优计划”研究生培养。

“要确保‘国优计划’研究生具备卓

越的理工科专业素养，同时通过系统修

习教师教育模块课程、完成教育实践，具

备扎实的教育教学基本功。”该负责人表

示，希望带动一大批高水平院校发挥学

科优势举办教师教育，推动中国特色教

师教育体系不断健全、优化。

据 了 解 ，“ 国 优 计 划 ”有 推 免 选 拔

和 在 读 研 究 生 二 次 遴 选 两 种 选 拔 方

式 。 在 培 养 方 面 ，高 校 通 过 自 主 培 养

或 者 与 师 范 院 校 联 合 培 养 的 方 式 ，为

“国优计划”研究生系统开设教师教育

模 块 课 程 ，包 括 不 少 于 18 学 分 的 教 育

学 、心 理 学 、中 小 学 课 程 教 学 、科 学 技

术史等内容，以及不少于 8 学分的教育

实 践 ，强 化 师 范 生 专 业 素 养 培 养 与 教

学基本功训练。

该负责人介绍，为激励优秀人才从

教，《意见》从纳入免试认定、探索“订单”

培养、组织专场招聘、支持专业发展等方

面提出一系列政策，并从研究生推免招

生及经费支持、优配教育实践基地、强化

人才培养统筹等方面给予支持保障。

“国优计划”研究生享受免国家中

小学教师资格考试认定取得中小学教

师资格（免试认定）改革政策。修完规

定学分的“国优计划”研究生可参照教

育类研究生免试认定相关规定，按程序

申领中小学教师资格证书。

《意见》还提出，探索建立“双一流”

建设高校与优质中小学的“订单”培养合

作关系，支持优质中小学与“国优计划”

研究生签订“订单”培养协议。“订单”培

养的“国优计划”研究生毕业后，按协议

约定到相关中小学任教。

在招聘方面，要求各地将“国优计

划”研究生作为基础教育教师人才，做好

引进工作。精心组织中小学到相关“双

一流”建设高校或在当地举办专场招聘

会，开辟从教服务“绿色通道”，支持“国

优计划”研究生与中小学签订就业协议。

在专业发展方面，《意见》要求“国优

计划”培养高校建立从教毕业生专业发

展跟踪服务机制，特别是支持从教的“国

优计划”毕业生报考博士研究生，进一步

提升专业水平。

教育部实施国家优秀中小学教师培养计划

让优秀的人培养出更优秀的人
本报记者 吴 月

暑 假 期 间 ，许 多

孩子来到山东省枣庄

市科技馆参观、体验，

在声、光、电、磁等科

学装置中感受科技的

魅力，乐享假日时光。

图 为 7 月 30 日 ，

在枣庄市科技馆“宇

宙探索”厅，孩子们在

家人的陪伴下参观科

学装置。

孙中喆摄

（影像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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