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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满 25 岁的杨梓，留学回国不到一年，

如今是上海小荧星集团商业创新部活动专

员。最近这两天下班后，她心情很好，忙着

买花、买绿植、买厨具，“我现在有了自己的

独立居住空间，设施齐全，再添置点小东西，

住得就更舒心了。”

日前，上海首个文化人才公寓“猎户座”

项目交付使用，上海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

赵嘉鸣和虹口区委书记李谦为文化人才代

表送上入住钥匙。公寓有 234 套房源，可供

青年文化人才以市场租金 1/3 的优惠价格

“拎包入住”。首批获益的 39 名青年文化人

才中，就有杨梓。“我一直想能住上单间，但

看了几处都觉得租金负担较大。人才公寓

地段适中，交通方便，我拍了视频给父母看，

他们都说特别好。”杨梓说。

“猎户座”文化人才公寓由上海市委宣

传部和虹口区联合打造，是上海宣传文化系

统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推动主题

教育走深走实，助推文化人才服务保障措施

落地见效的生动实践。

此前，上海市委宣传部在基层调研中发

现，不少宣传文化领域的年轻人由于初入职场

或是刚到上海，普遍租住在离单位较远的地

方，通勤成本高，获得感不强。经过多次实地

走访、协调沟通，上海市委宣传部与虹口区以

人才安居为重点，合作打造文化人才公寓运作

机制，为青年文化人才解决急难愁盼。首批签

约入住的文化人才，主要来自新闻、出版、理

论、文艺等单位和虹口区重点文创企业。

“猎户座”文化人才公寓周边有 4 条轨道

交通线，毗邻今潮 8 弄、北外滩友邦大剧院等

沪上文化新地标。公寓面积从 30 平方米至

70 平方米不等，可满足不同人群的租住需

求；房间里有落地窗、厨房、阳台，还配备了

中央空调、地暖、家电、沙发等。“一网通办”

自助终端机也被搬进公寓，方便租户咨询办

理 人 才 落 户 、居 住 登 记 、医 保 受 理 等 政 务

服务。

以打造文化新空间、人才新社区为目标，

文化人才公寓还引入书店、共享自习室等文

化设施，配备咖啡馆、健身房等休闲业态，还

将定期举办文创集市、文化讲座、社区文艺演

出活动，并发挥文化人才特长优势，为周边区

域的市民提供文化服务。上海越剧艺术传习

所青年演奏员张旭说，这次住上崭新的公寓，

大大减轻了后顾之忧。张旭打算利用业余时

间为社区居民练习、演奏民族乐器提供辅导，

为丰富公益文化活动尽绵薄之力。

今 后 ，上 海 市 委 宣 传 部 将 继 续 加 强 合

作，在全市推进文化人才公寓项目，进一步

形成各类文化人才集聚上海、安居乐业、创

新创造、成长进步的良好生态。

为青年人才解决居住困难

上海首个文化人才公寓启用
本报记者 曹玲娟

查阅文献、准备会议材料、与学生讨论

课题……年近九旬，匡廷云院士的日程依然

排得满满当当。

采访日期一再推后，距离第一次联络近

半年之后，记者终于在北京中关村的一栋塔

楼里，见到了这位身形瘦削、谈起工作来就

激情四射的老科学家。

“为祖国的富强添砖加瓦”

“为祖国的富强添砖加瓦”，这是匡廷云

年少时的愿望，也决定了她日后求学、工作

的方向。

1949 年，匡廷云 15 岁，在四川省资中县

第二中学就读。当时，新中国刚成立，各方面

急需人才，匡廷云也期待自己能为新中国建

设作点贡献。她偶然读到一本外国小说，里

面介绍了一种名叫“肥田粉”的化学肥料，通

过促进农业生产，改变了一个村庄的面貌。

这让匡廷云对农业研究产生了兴趣……

1952年，在填报高考志愿时，匡廷云毅然

选择了北京农业大学（中国农业大学前身）土

壤农业化学系。上学时，每晚寝室熄灯后，她

就躺在床上，仔细“回放”当天每一门课程的

内容，并加以记忆和消化。通过这个过程，匡

廷云体会到多门课程是一个有机联系的整

体。此后，她经常把各门课程知识综合起来

进行重新归纳、整理和分析。这种在学科“交

叉地带”寻找创新突破口的思维方式，也让她

在以后的学术生涯中受益匪浅。

1958 年，匡廷云被选派到苏联国立莫

斯科大学生物土壤系深造。每天天不亮，她

就爬起来练听力、口语，随后再一头扎进实

验 室 ，潜 心 开 展 研 究 ，直 到 天 黑 才 回 到 住

处。一有时间，匡廷云就泡在图书馆，查阅

各类文献资料。经过近 4 年的艰苦努力，匡

廷云顺利获得生物学副博士学位。回国时，

她带回 10 多箱科研资料。

回国后，匡廷云进入中国科学院植物研

究所（以下简称植物所）工作。出于生产实

践需要，所里决定让她开展微量元素锰对水

稻增产的研究。匡廷云边研究、边思考：太

阳每天升起，藻类和绿色植物周而复始捕

获、传递、转化光，它的机理是什么？人类在

漫长的岁月里并未揭示。匡廷云认为，研究

光合作用机理及调控原理，对解决人类社会

可持续发展所面临的粮食、能源、环境和资

源等问题具有重大战略意义。于是，她下定

决心去啃这块硬骨头。

说干就干！匡廷云的研究小组迅速投

入到科研中。当时植物所设在北京动物园

内，实验室供电线路老化，电压不稳。白天，

当电车从动物园外叮叮当当驶过时，实验仪

表指针便无序跳动，严重干扰生化材料活性

测定。为了获得最佳数据，匡廷云和团队从

午夜电车停运时开始实验，一直干到早上 6
点。实验材料制备需要在低温下进行，组里

没有高速冰冻离心机，他们只好把高速离心

机搬到冰库中。那个冬天，匡廷云几乎都是

穿着棉衣棉裤在冰库里度过的。

仅仅两年，匡廷云及团队便在一个全新

领域中崭露头角，连续发表了两篇学术论

文。对于光合作用的研究，也因此成了匡廷

云一生的探索目标。

“科学研究必须要迎难
而上”

转眼来到 1986年秋天，第七届国际光合

作用大会召开。会上，来自德国马普生物物

理研究所报告了一项紫色光合细菌光合反应

中心膜蛋白复合物原子水平上空间结构解析

的研究成果，全场响起了 10多分钟的热烈掌

声。两年以后，这项成果获得诺贝尔化学奖。

“当时科学界普遍认为膜蛋白在溶液中

根本不可能结晶。德国科学家不仅获得光合

反应中心光合膜的结晶，而且成功在原子水

平上揭示了其结构和功能机理。”这在当时是

科学前沿最富于挑战的领域的重大突破，时

隔多年，匡廷云对那时的震撼记忆犹新。

“光合膜蛋白研究太重要了，但是难度很

大，国际竞争非常激烈！”回到北京，匡廷云直

接从机场赶到我国植物生理学奠基人之一汤

佩松先生家中，及时报告了这一见闻。

“中国也要参与竞争！”汤佩松言语铿

锵。几天后，在汤佩松的书房里，匡廷云同

结构生物物理学家梁栋材、常文瑞展开热烈

讨论，大家一致决定，由植物所从生化入手、

生物物理所从结构入手，通过学科交叉，共

同开展光合膜蛋白结构与功能的研究……

这一研究，就是 5 年，但项目仍迟迟没

有突破。缺设备、缺经费，研究还要不要继

续？“如果半途而废，我真不甘心。科学研究

必须要迎难而上！”匡廷云和团队不断改进

实验方法，从菠菜中分离出纯度高、得率高

的光合膜蛋白，为其三维空间结构研究奠定

了基础。

转机出现在 1997 年，当时我国制定了

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计划，就是“973”计

划。为了申报该项目，匡廷云和学科交叉团

队几个月没有睡过一个安稳觉，通宵达旦地

准备材料。最终，经过函评、会评，匡廷云牵

头的“光合作用高效光能转化机理及其在农

业中的应用”项目，从 200 多个申报项目中

脱颖而出，成为首批 10 个项目之一，匡廷云

则是首席科学家中唯一的女性。

2004 年，匡廷云团队与生物物理所团

队一起，完成分辨率为 2.72 埃米（1 埃米等

于 0.1 纳米）的菠菜主要捕光复合物晶体结

构解析，晶体结构的文章登上了《自然》杂志

的封面。这是国际上第一个用 X 射线晶体

学方法解析的绿色植物捕光复合物高分辨

率空间结构，标志着中国光合作用机理与膜

蛋白三维结构研究进入国际领先水平。

“科学要求一个人献出
毕生的精力”

生活中，匡廷云不论遇到什么困难，都

始终以饱满的热情投入到工作中。

即便是节假日，她也经常和学生讨论工

作；有时刚休息没多久，她就又回到实验室

……望着老师瘦弱的身影，植物所光生物学

重点实验室主任林荣呈特别感慨：“匡老师对

事业的执着、认真，激励着我们每一个人。”

“科学要求一个人献出毕生的精力，只

要我还有气力，就要一直干下去。”匡廷云语

气坚定。在科研不断取得突破的同时，匡廷

云致力于推动已有的成果产业化。以植物

工厂为例，它可以实现对植物生长环境的全

自动控制，“相较传统生产方式，植物工厂的

蔬 菜 生 产 能 力 可 达 100 倍 ，占 地 却 只 有

1%。”匡廷云说。

“匡院士始终瞄准国家重大战略需求，

努力做顶天立地的科研。”植物所研究员王

文达深有感触。今年 2 月 9 日，匡廷云在山

东东营设立院士工作站，开展培育高光效耐

盐碱新型饲草种质及品种、饲草育种加速理

论与技术研究等一系列工作。

此外，匡廷云还十分关心青少年成长。

1999 年，北京青少年科技俱乐部发起成立，

匡廷云作为最早的一批科研导师，一直以来

参与俱乐部科普活动。“20 多年来，无论多

忙，匡院士总是抽出时间，同孩子们座谈、指

导科研实践。”俱乐部秘书长周琳说。

从 60 年前，在中关村幼儿园讲科普“人

与自然”“人与光合作用的关系”起，匡廷云

已记不清讲了多少场科普讲座。“面对科学

讲座，一定要有激情，才能使科研的魅力让

更多人感受到。”她的演讲启发了很多学生，

不少人因此走上了科学的道路。

采访到了尾声，匡廷云院士说，“我的时

间真不够用，还有好多事没有做完……”

中国科学院院士、植物生理学家匡廷云—

逐“光”而行一甲子
本报记者 施 芳

人物小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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匡廷云：1934 年 12 月生，四川资中人，中国科学院院士、国际欧亚

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研究员。作为我国光合作用光合

膜色素蛋白研究领域的开拓者，在国内外发表论文 400 余篇，研究成

果曾被《自然》《科学》作为封面文章发表，两次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奖二

等奖；先后荣获国际光合作用及氢能研究可持续发展大会杰出成就

奖、亚洲—大洋洲光生物学学会杰出贡献奖和中国植物生理与植物分

子生物学学会“终身贡献奖”。

“瘦小的身躯里藏着巨大的能量”，这是

熟悉匡廷云院士的人对她的评价。

是什么让这位耄耋之年的科学家拥有如此

巨大的能量？这能量来自她对科学的无限热

爱，也来自她胸怀祖国、奉献人民的家国情怀。

因为热爱，她在攀登科学高峰的崎岖道

路上总是迎难而上，开辟中国光合膜色素蛋

白研究，并使其达到世界领先水平。因为奉

献，她始终将个人理想与国家需要紧密结合

起来。无论探索光合作用机理，还是开辟在

生产实践中应用的有效途径，每一个选择都

回应着社会发展的现实需要。

投身科学事业六十余载，匡廷云始终用

热爱与奉献书写着自己的人生篇章，并将这

份情怀传递给更多的人……

用热爱与奉献书写人生篇章

初冬，雾浓。重庆市渝北区木耳

镇金刚村，3000 亩柑橘已经挂果。

金刚村曾是个“空心村”，大量青

壮年外出务工，土地大多撂荒，村集体

几乎没有自主收入。村委会原主任、今

年 74 岁的肖远玖说：“推进乡村振兴，

要为村民谋一份可靠的特色产业。”

2018 年，金刚村成立金心连农业

股份有限公司，代表村集体开展村里

的土地流转、基础设施建设工作，推进

特 色 产 业 发 展 。 其 中 ，村 集 体 占 股

51%，由木耳镇政府统筹，免费配送给

村集体，村民均可享受分红。村民们

自愿入股合计 50 万余元，占股 49%。

日产菌包 2 万袋的食用菌智能化

生产基地、年产量达万吨的有机肥基

地、饲养 2000 只鸡的生态养殖场……

经过多年发展，2022 年金刚村集体收

入达 200 万元，村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2.74 万元。“今年加上迎来丰收的柑橘

等收入，预计村集体收入能达 400 万

元。”村党总支书记石元说。

稳定的村集体收入，同时也助力

金刚村的乡村治理。“以去年为例，200
万元的村集体收入，除了分红和产业

投资外，有约 40 万元用于民生工程。”

石元说，“村里的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和

维护，大至人居环境提升，小至路灯电

费，都不用村民掏腰包。”

村民们鼓了口袋，心情也更开朗，

乡村治理探索出不少新路子。遇上烦

心事、吵架拌嘴等，村民常到村里的“情

理堂”找调解员说情说理。调解员里既

有村干部和乡贤，也有律师、民警等。

“遇事以情动人、以理服人、以法育人，‘情理堂’因此而来。”

石元介绍，今年以来，“情理堂”累计化解矛盾纠纷 10 余件次，邀

请专家开展各类法治宣传 40 余次。

邻里关系和谐，乡风也更淳朴。73 岁的党员陈义全和几名

老党员一起，成立了一支“帮帮队”，哪家农活需要帮忙，哪家拌

嘴需要调解，就出现在哪家的田间地头和院子里。如今，村里所

有党员及不少村民都加入了“帮帮队”，发挥各自所长，为乡亲排

忧解难。

前不久，金刚村为 54 户家庭加装了天然气。从收集村民需

求到协调天然气公司实地勘测、设计线路、入户安装，党员石大

连一直帮着跑前跑后。“村民们环保意识增强了，过去习惯烧柴

生火，如今都想换成干净又方便的天然气。”石大连说。

金刚村妇联主席莫均翠介绍，村里还建立了“做好事积分”

的工作机制，不论是打扫卫生，还是为邻居搭把手、运货物，都可

得到一定积分，积分能在村里的“积分超市”兑换纸巾、肥皂等日

用品。“日子过好了，大家的心气也更足了，自发形成良好的村

风。”莫均翠说。

近年来，渝北区坚持党建引领，创建“情理堂”“民情茶室”

“畅晚庭”等 22 个乡村治理示范点，以小切口推动大治理，不断

提升乡村治理水平。

目前，渝北区 173 个行政村已建立起乡村治理“微院落”

2120 个，构建了“四张清单”减负增效机制，累计减少部门和镇

街延伸事项 340 项，为村级组织减负 50%以上。60%的机关干部

下沉到村居，变“群众有事找干部”为“干部深入群众解难题”，乡

村治理效能得到进一步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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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行 看振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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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北京 11月 23日电 （记者张贺）由中央精神文明建设

办公室、国家卫生健康委主办的全国道德模范与身边好人“中国

好医生中国好护士”现场交流活动 23 日在宁夏医科大学举行。

活动现场集中发布了 2023 年 7 月至 10 月月度人物，共 40 名来自

卫生健康不同战线的医疗卫生工作者光荣入选。

活动现场，“时代楷模”中国援外医疗队群体代表讲述了中

国援外医疗 60 年的“天下情”，医务人员代表深情讲述了福建对

口支援宁夏的“山海情”，展现了中国医务工作者奔赴最需要的

地方，增进中外人民健康福祉的崇高品格和突出贡献。响应国

家号召支援大西北、扎根宁夏 70 年的陈树兰教授分享了她一生

从医的心得，鼓励年轻人将“做个好医生”作为一生的追求。

截至今年 10 月，全国共有 1002 名医务工作者和 14 支优秀

团队被网友推选为“中国好医生中国好护士”月度人物。“中国好

医生中国好护士”月度人物成立了志愿服务总队，已开展“名医

走基层”志愿服务行活动 21 场，受益群众超过 3 万人。

“中国好医生中国好护士”走进宁夏医科大学现场交流活动举行

本报北京 11月 23日电 （记者刘诗瑶）11月 23日 18时 00分，

我国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二号丁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

互联网技术试验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

获得圆满成功。这次任务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第 498次飞行。

我国成功发射卫星互联网技术试验卫星

本报北京 11月 23日电 （记者蒋建科、喻思南）中国农业科

学院 23 日举办的“科技创新工程这十年”发布会显示，我国取得

一批领先世界的农业科技成果：饲用酶技术实现整体突破，从全

部进口跨越到全球领先；国际首例口蹄疫反向遗传疫苗研制成

功；在国际上率先研发 H5/H7 二价禽流感灭活疫苗，累计推广

应用超过 700 亿剂次，成功阻控高致病性禽流感。以第一单位

在《科学》《自然》《细胞》主刊发表论文 39 篇；440 余项技术被农

业农村部等部委纳入农业主推技术。

据介绍，在财政部、农业农村部等支持下，中国农业科学院

启动实施“科技创新工程”，紧盯世界农业科技前沿，为全国农业

科研体制的改革探索道路。

中国农业科学院——

“科技创新工程”十年成效显著

上图：匡廷云院士（中）在与青年

科研人员讨论实验进展和方案。

右图：匡廷云在莫斯科大学学习

时留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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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图：上海文化人才公寓会客厅。

左图：上海文化人才公寓外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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