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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年 前 ，中 国 科 学 院 院 士 陈 国 强 辞 任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院长。今年初秋，按

对口支援海南自由贸易港要求，担任上海

交通大学医 学 院 肿 瘤 系 统 医 学 全 国 重 点

实 验 室 主 任 的 陈 国 强 ，接 过 海 南 医 学 院

院 长 的 重 任 。

在海南就职两个多月，老友再见他时，

惊讶于他的勤奋。每天只睡四五个小时，这

位已过花甲之年的院士，拼命听课、调研，发

现并解决问题，特别是奋力延揽人才……

“在更难、更基础的科研
道路上披荆斩棘，更能体现
拓荒的本领”

陈国强出生于湖南攸县山村，1979 年他

16 岁 ，可 以 考 大 学 了 ！ 没 想 到 高 考 落 榜 ，

1980 年再考，勉强够本科线。他美滋滋地在

志愿栏填满“政法”专业，却等来了衡阳医学

院的录取通知书……

上 大 学 时 ，上 海 第 二 医 学 院 来 了 位 教

授，讲了 7 天课，他懵懵懂懂地去听。来讲

课的是血液学泰斗王振义教授，即便是在

这所不知名大学讲课，王教授依然一丝不

苟 。 油 印 的 讲 义 ，透 过 简 陋 的 投 影 仪 ，影

影绰绰地投在墙上：从血小板、止血、血栓

到免疫治疗，王教授抽丝剥茧的讲述点燃

了陈国强学医的兴趣。“其实没怎么听懂，

但医学的强大逻辑太让人震撼了：我跟定

他了！”陈国强说。

陈 国 强 从 此 发 奋 读 书 ，成 绩 跃 居 年 级

前列，读硕士研究生时果真拜在王振义门

下。毕业后回到衡阳医学院，教了 5 年书后

再闯上海，这回是跟王振义读博。

读 博 期 间 ，他 参 与 挑 战 世 界 级 难 题

—— 治 疗 急 性 早 幼 粒 细 胞 白 血 病

（APL）。 陈 国 强 解 决 了 维 甲 酸 治 疗 APL
耐药性和易复发问题，为后续三氧化二钾

治 疗 APL 奠 定 了 基 础 。 研 究 成 果 在 国 际

血 液 学 刊 物《Leukemia》（《白 血 病》）上 发

表。随后，他便投入对白血病发病机制的

研究……

通过研究，陈国强揭开了治疗 APL 的细

胞分子机制，成果接连刊发在国际血液学权

威期刊《Blood》（《血液》）。他的 3 篇论文，在

该领域单篇引用量最多。“科学发现，往往是

多思考了一个问题、多坚持了一分钟、多走

了一步路。”陈国强说。

随后，陈国强又投入新的研究——发现

低氧环境下白血病细胞分化之谜，提出 Prx
Ⅰ/Ⅱ蛋白作为治疗白血病药靶的重要性。

这一发现入选 2012 年度“中国科学十大进

展”；德国马普研究所也将其列入“大海捞针

般发现药靶”十大成功案例。

随后，陈国强在科研之路上不断取得突

破。 34 岁，陈国强获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

金资助，38 岁成为“973 项目”首席科学家，52
岁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正当成绩满满时，

他却转换了研究方向……

他转向研究消化系统实体瘤，特别是难

治愈的恶性肿瘤。同行不解：血液肿瘤研究

轻车熟路，何苦转到出成果慢、发论文难的

“荒地”，从零开始？“在更难、更基础的科研

道路上披荆斩棘，更能体现拓荒的本领！”陈

国强说。

“培养名医，靠多中心临
床研究，拿出一批引领性诊
疗标准”

2001年底从国外深造归来，陈国强选择了

上海第二医科大学（现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基

础医学院病理生理学教研室，成为该教研室

主任。

“无设备、无经费、无成果”怎么办？他

借款 70 万元，立下“军令状”：在国际一流刊

物发表高质量论文，带出一批至少承担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的科研队伍。“不完成目

标，我卷铺盖走人！”陈国强说。

同事们对此窃窃私语。没想到，3 年后

承诺超额兑现——陈国强带头创建了完整

的实验技术体系，成为教育部重点实验室，

承担 20 多项国家和上海市科研项目，在国际

重要学术刊物发表 20 多篇论文。

2010 年 10 月，陈国强担任上海交大医

学院院长。有天晚上，他来到实验室巡查，

发现很多学生心不在焉。他心里明白，面对

科研难题和环境，青年教师也很苦闷，在医

学院进行改革的想法在心里就此埋下……

说干就干。陈国强推开重重阻力，试行

本科生教学“班导师”制，学术带头人言传身

教 。 他 作 为 首 席 科 学 家 ，率 先 做 起“ 班 导

师”，试点推行优秀青年教师培养计划和助

理研究组长培育计划。

改 革 举 措 ，一 棒 接 着 一 棒 。 2011 年 以

来 ，国 家 自 然 科 学 基 金 数 量 和 SCI 论 文 数

量，上海交大医学院连年排在全国医学院

校前列，临床医学实力稳居全国头把交椅，

在教育部第五轮学科评估中，基础医学、临

床医学和口腔医学等多个学科再创佳绩。

成绩这么好，陈国强仍犯愁，愁源自临

床研究短板……

当时医院没有诊疗标准，同科室医生各

治各的。“培养名医，靠多中心临床研究，拿

出一批引领性诊疗标准。不然，临床医学怎

么为公众健康作贡献？”陈国强说。

破题的办法纷至沓来。政府、医学院、

附属医院三方共同投入，特别加大对生物样

本库、临床研究平台、临床研究方法学建立

等 基 础 设 施 投 入 ，为 临 床 学 科 研 究 保 驾

护航。

“选择了医学，就是选择
了奉献和责任”

这两年，陈国强把精力投入在带学生、

做实验、搞科研、做学术报告中……不少学

校向他发出邀请，他却选择了海南医学院。

“要教学生在人生中面对不确定性，激发质

疑精神，防止盲目和短视。”陈国强说。

学生朱晓娜本科就读于齐齐哈尔医学

院，考入上海交大医学院攻读硕士学位。开

学第一讲，陈国强的攸县普通话让朱晓娜印

象深刻：“选择了医学，就是选择了奉献和责

任。医学直面生命，需要温度和情怀……”

她听后心潮澎湃，继续报考陈国强的博士

研究生，选择研究周期较长的急性髓系白血

病方向，一读就是 5 年。今年 5 月，刚刚通过

答辩，“受陈老师影响，困难面前，我们也变

得勇敢。”朱晓娜说。

做陈国强的学生很辛苦，论文标准比别

处高。为了避嫌，他做院长时，不允许自己

学生参评学校奖项。做他的学生也很快乐，

可以在学术的海洋里尽情遨游。每名学生

毕业后，几乎都能独当一面！

“要做优秀年轻人的天使投资人。”陈国

强说。担任院长 10 年间，上海交大医学院涌

现 30 多位长江学者、优秀青年科学基金资助

获 得 者 、国 家 杰 出 青 年 科 学 基 金 资 助 获

得者。

上海交大医学院副院长郑俊克，就是被

他“劝”来的。有一次，陈国强到美国得州大

学西南医学中心宣讲，碰到在那里做博士后

研究的郑俊克。两人随即进行了一次深度

对谈，陈国强希望郑俊克加入自己的团队。

郑俊克加入后，陈国强的承诺一一兑现，待

遇还加倍。

副 研 究 员 沈 少 明 也 被 他 的 精 神 激 励 。

2014年博士毕业留校，沈少明自信满满，投出

一篇论文。没想到，3年连遭 15个学刊拒稿。

“心灰意冷想放弃，陈老师不准。他帮

我从审稿人意见、实验细节中，找出各种推

动研究的可能。”沈少明“泡”在陈国强办公

室，反复打磨论文。3 年间，办公室盆栽里一

棵小苗长成小树；同时破茧而出的，是论文，

也是沈少明自己。

“以责任敬奉医学，以理想砥砺学术，这

是上海交大医学院的精神，是王振义等前辈

传下来的。”陈国强说。

中国科学院院士、海南医学院院长陈国强——

“以责任敬奉医学，以理想砥砺学术”
李泓冰 黄晓慧

人物小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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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科 研 到 教 育 ，从 上 海 到 海 南 ，不 管

在哪片“海”，陈国强都有一股子事不避难

的 斗 志 和 干 事 创 业 的 激 情 。 哪 怕 年 过 花

甲 、功 成 名 就 ，他 仍 然 一 往 无 前 ，敢 于 担

当 ，选 择 再 次 创 业 、再 开 新 途 。 他 和 海 南

自 由 贸 易 港 的 医 学 教 育 事 业 ，双 向 奔 赴 ，

势必彼此成就……

陈 国 强 的 选 择 ，令 人 振 奋 ，也 令 人 深

思。为了他所热爱的医学事业，陈国强敢

想 、敢 做 、敢 当 ，立 志 成 为 时 代 的 劲 草 、真

金。现阶段，我们的科学工作者，很需要像

陈国强一样，保有一股敢于闯关夺隘的热

诚、攻城拔寨的劲头。

科研创新，以才为先。陈国强的故事启

示我们，要像呵护眼睛一样呵护人才的创新

性。只有从教育上用心用力，尊重创新人才

培养规律，大力培厚有利于创新人才培养的

土壤，从而激发各类人才创新活力和创造潜

力，做到人尽其才、才尽其用，我们才能在加

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道路上获得

强大的人才支撑。

做时代的劲草、真金
锡 兵

走进山西省临猗县庙上乡张

庄村，能看到排列整齐的冬枣大

棚。不出几十米，便有一处冬枣

储存销售点。三轮车、货车进进

出出，一派忙碌景象……

“ 张 庄 村 种 冬 枣 已 有 20 多

年，村民靠种冬枣致了富。”张庄

村党支部书记滕红革端来一盘冬

枣，咬下一口，冬枣皮薄多汁，又

脆又甜。“村里的冬枣产业从无到

有、从有到优，经历了三次升级。”

滕红革说。

第一次升级——从露天种植

到 设 施 大 棚 ，村 民 不 再 靠 天 吃

饭。张庄村的土地是盐碱地，村

民种过白菜，栽过苹果树，都失败

了。听说盐碱地适合种冬枣，村

里七八户先进户便去山东取经，

滕红革就是其中之一。

2000 年，张庄村种下第一批

冬枣树。头两年不会管理，树栽下

不坐果，不少村民就把树砍了。滕

红革不放弃，外出学栽培技术，终

于在 2005年见了收益，“当时种了

8亩地，一亩挣了 1万元。”

2010 年，临猗县大力发展大

棚冬枣产业，张庄村组织村民外

出学习，引进冬枣新品种。建大

棚成本高，县里一亩补贴 300 元，村里第一年就建起了 50 亩大

棚。大棚冬枣不仅成熟早，果色还好看，收益是露天冬枣的两

三倍，村民一下子有了信心。

第二次升级——从单打独斗到规模化发展，提升抗风险

能力。2006 年，村里成立了合作社，滕红革成为负责人。这

几年，更是探索出“党支部+合作社+技术托管+统一销售”的

发展模式。合作社带动周边村庄种植 8000 余亩枣树，慕名而

来的客商越来越多。

“以前冬枣交易大多在马路市场，既不够规范，也无法满

足客户需求。”滕红革介绍，2020 年，村里建起集鲜枣贸易、筛

选、包装、冷藏、物流和电商服务于一体的现代化交易市场。

如今，临猗县已有 19 个鲜枣交易市场，每年数以万计的客商

前来采购，临猗冬枣出口十几个国家。

第三次升级——从追求产量到打造品牌，临猗冬枣进入

商超。张庄村冬枣不断传来好消息。先是“临猗冬枣”获得地

理标志证明商标，接着村里合作社的冬枣获得绿色食品认证。

问题也随之出现：冬枣市场日渐饱和，好果子卖不出好价

钱。看到其他冬枣产地商超订单不断，滕红革着急：“村里没

有品控体系，无法满足高端市场需求。”

经多方取经，今年采摘期到来之前，合作社花费 200 多万

元，购入一台冬枣智能分选机。早上 7 点，合作社便热闹起

来：冬枣顺着传送带进入分选机红外线检测仪，机器根据冬枣

大小、重量、枣皮颜色等进行分类。

“不仅能识别碰伤的果皮，霉斑也能检测出来。有了这台

机器，一个小时能分选六七千斤。”滕红革说，“一家连锁超市

已经与合作社达成供货协议，还有意向在这里建供货基地。

以后，我们要发展订单模式。”

行走在临猗，处处能感受到冬枣产业的活力。庙上乡探

索农文旅融合，打造鲜枣特色小镇，枣业文化广场、民俗客栈

等充满地方特色。临猗连续 5 年举办鲜枣文化节，“临猗冬

枣”品牌知名度和影响力不断提升……

如今，临猗鲜枣种植面积达 20 万亩，其中冬枣面积 18 万

亩，涉及 9个乡镇 70多个村，鲜枣年产量近 6亿斤，总产值 21亿

元，占全县农业总产值 22%，成为当地农业第二大支柱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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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行 看振兴

不久前，内蒙古自治区乌海市海南区拉僧仲街道新苑社

区居民韩建伟，在乌海市某建筑工地施工过程中发生工伤，就

赔偿问题，他和项目施工方多次协商未果，就和父母到海南区

政府上访寻求帮助……海南区信访接待中心将此信访事项纳

入区级信访代办事项。经过多次协调，双方签订和解协议，韩

建伟拿到赔偿款，矛盾纠纷得到妥善解决。

近年来，乌海市畅通和规范群众诉求表达、利益协调、权

益保障通道，按照“全域覆盖、全员代办、全程代办”的思路和

模式，推行信访代办制，通过信访接待窗口前移，实现了由“等

群众上访”变“替群众代办”、由“被动化解矛盾”向“主动解决

问题”的转变，打通了信访便民服务“最后一公里”，全力将信

访矛盾化解在基层。截至目前，乌海市信访工作联席会议成

员单位共确定 333 名代办员，各区、镇（街道）和村（社区）共设

立三级信访代办服务机构 106 个，配备代办员 908 名，共代办

信访事项 428 件，办结 393 件，群众满意率达 100%。一批信访

矛盾问题通过信访代办方式及时就地化解，全市求决类初次

信访事项一次性化解率达到 97.11%，不少群众的烦心事、揪

心事、操心事得到了解决，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和满意度进

一步提升。

内蒙古乌海市信访代办服务——

打通便民服务“最后一公里”
本报记者 丁志军

本报福州 11月 22日电 （记者付

文、郑翔）22日，2023“一带一路”国际

商协会大会开幕式暨会长大会在福州

市举行。福建省委常委、福州市委书

记林宝金，全国工商联副主席邱小平，

人民日报社编委委员、秘书长程庆民

出席开幕式并致辞。来自亚洲、非洲、

欧洲等多个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的政

要、驻华大使应邀出席。

“一带一路”国际商协会大会是首

个以国际商会、行业协会等社会组织为

主体的民间国际合作平台，已成长为具

有一定影响力的国际商贸盛会。与会

嘉宾围绕实现多领域互联互通、高质量

共建“一带一路”等话题进行对话交流，

畅谈“一带一路”从理念到行动、从愿景

到现实落地开花的成果与感受。大会

还举办了中国品牌出海论坛等 7个平

行分论坛活动。

本届大会吸引来自包括美国、新

加坡、意大利等 30 余个国家和地区

的 200 多个商协会超 1000 名嘉宾参

加。大会由人民日报社、全国工商联

指导，福州市政府、环球时报社、福建

省工商联、福州新区管委会、福建自

贸区福州片区管委会主办，环球网、

福州市政府新闻办、福州市工商联共

同承办。

2023“一带一路”国际商协会大会在福州举行

本报成都 11 月 22 日电 （记

者王明峰）11 月 22 日 ，由 科 技 部 和

四 川 省 人 民 政 府 主 办 的 第 十 一 届

中 国（绵 阳）科 技 城 国 际 科 技 博 览

会在四川绵阳开幕，印度尼西亚应

邀担任主宾国。全国政协副主席、

九 三 学 社 中 央 常 务 副 主 席 邵 鸿 出

席并宣布开幕。

本届科博会以“科技引领·创新转

化·开放合作”为主题，举办川渝科技

论坛、第二届中国激光科技创新产业

大会、“科技城人才日”等系列活动，探

月工程、人造太阳、医用回旋加速器等

3000余件我国自主研发的高精尖科技

创新成果展品亮相。科博会已连续成

功举办十届，打造了全国加强科技产

业对接合作、支撑高质量发展的重要

平台。

第十一届中国（绵阳）科技城国际科技博览会开幕

本报北京 11月 22日电 （记者刘博通）新时代

党的治藏方略的实践及其历史性成就高层论坛 21
日在北京召开。论坛由中国藏学研究中心主办，主

题为“《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的实践及其历史性成

就》白皮书的宣介与解读”。

来自中央宣传部、中央统战部、中国社会科学

院、中央民族大学、西藏自治区社会科学院、西藏民族

大学的专家学者和中国藏学研究中心有关科研人员

参加论坛。各位专家学者围绕论坛主题，从学术研究

与西藏的长治久安和高

质量发展、继承和弘扬

西藏优秀传统文化、铸

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视野下西藏红色文化的

保护成就和传承途径等多个角度展开交流研讨，热议

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的实践及其历史性成就，就新时

代中国式现代化的西藏实践积极建言献策。与会者

一致认为，白皮书的发布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白皮书

以详实数据和大量事实，系统总结在新时代党的治藏

方略引领下，西藏经济、文化、民族、宗教、安全、生态、

法治等各项事业取得全方位进步、历史性成就，充分

展示了在新征程上做好西藏工作、继续谱写西藏长治

久安和高质量发展绚烂华章的坚强决心和坚定信心。

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的实践及其历史性成就高层论坛在京召开

近年来，浙江省衢

州市柯城区治水办高标

准 开 展 孔 氏 码 头 等 地

“五水共治”，推进柯城

河、湖由“净”到“清”再到

“美”的华丽蜕变，擦亮

“南孔圣地，衢州有礼”的

城市品牌。图为孔氏后

裔大宗南渡赐居衢州的

登岸码头，两岸草木葱

茏，江水清澈透亮，一幅

“水清、河畅、岸绿、景美”

的水墨画卷徐徐展开。

叶渭红摄

（影像中国）

本版责编：董建勤 康 岩 刘涓溪

陈国强：1963 年 11 月生，中国科学院院士，海南医学院院长、博士

生导师。他多次承担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和国家重大科学研究计划项

目，带领研究团队致力于白血病和实体肿瘤的病理生理学和治疗学基

础研究，在肿瘤细胞命运决定和微环境调控机制方面获得系列创新性

发现。多次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奖二等奖、中华医学科技奖一等奖、上

海市自然科学奖一等奖、上海市科技进步奖一等奖等。

上图：陈国强院士（左）在指

导学生。 薄 傲摄

左图：1997 年 ，陈 国 强 在 上

海血液研究所工作。张旦昕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