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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人拿大奖树品牌，“创新反应炉”在黄浦江畔越烧越旺

获奖团队平均年龄仅34岁
85后复旦博士张焱，目前已

经是北京大学的助理教授、独立
研究员。近日，他以“第二完成
人”的身份代表复旦物理系封东
来教授团队“铁基超导体电子结
构的光电子能谱研究”项目在京
领取2015年度国家自然科学奖二
等奖。而这一切，源自张焱大三
时的选择。

张焱本科也是在复旦读的，
10年前，还在复旦物理系读大三
的张焱便开始在封东来教授的指
导下做基础研究。“一般来说，只
有研究生才做科研，但当时学校
鼓励学有余力的本科生提前接触
科研，我就根据自己的兴趣方向，
选择了封东来老师的研究领域。”

在复旦，给学生上课是院士
专家们的责任和“爱好”。“我们系
的陶院士，他即使连续讲三节
课，还停不下来，常常还拖堂。”
封东来笑言。

后来读博时，张焱就一直跟
随着封教授。事实上，封东来教
授本人也是一名70后，他领衔的
这支获奖团队，平均年龄更是只
有34岁。这些博士生，是中国科
研未来的希望，而张焱只是其中
之一。

出成绩离不开国家和上海支持
封东来是一名“海归”。这位

斯坦福博士，当年回国被聘为复
旦大学物理系教授、博导时年方
30岁，担任复旦大学应用表面物
理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时才 37
岁。对于中国科研的成就，封东
来认为离不开科研政策的支持。
10多年前，封东来刚回国没多久，
就得到了上海市科委启明星计划
的资助，后来又得到了启明星计
划的后续资金支持。正是由于国
家和上海市层面的长期支持，使
得“铁基超导”7年前一出现，中国
的科学家马上就“崛起”了。

对此，张焱深有体会。“只有
充足的科研经费，先进程度高的
设备，才能研究出好的项目。我
们团队那套‘光电子能谱仪’，10
年前就价值700多万元。”张焱告
诉青年报记者，“我们还跟国外的

一些实验室有合作，他们有世界
顶尖的设备，我们每年出国做实
验的次数非常多。此外，我们还
能拿到先进的样品，得出最有效
最前沿的数据。”

鼓励自家“土博士”走出去
虽然培养了一大批优秀的创

新人才，但封东来并不一味地把
学生们都留在身边，他鼓励他们
都“走出去”。张焱原本可以留在
复旦，但封教授建议他去北大，因
为在尚无该研究领域的北大，发
展空间更大，对于学生个人而言，
也可以更为独立。而跨省市、跨
高校的合作，始终是科学界的“常
态”。“毕竟，科研界合作多，竞争
少。只有在技术上资源共享，科
研才能顺利发展。”张焱说。

于是，封东来研究组毕业的
“土博士”，有的去了清华，有的去
了北大，有的去了中科院，有的留
在复旦。如今，他们都在学术上
有了很好的发展。

青年报记者获悉，现在复旦
应用表面物理国家重点实验室的

“希德博士后”可以拿到21-25万
元年薪，不比在国外差，所以，非
但国内优秀的博士留下来做博士
后，去年该实验室还招到了来自
加拿大的博士后。

“近年来，国内一流大学的待
遇不比国外高校差，而且还有很
多资金支持，因此吸引了越来越
多的人才。”张焱说，现在越来越
多的本土博士愿意留下来，越来
越多的国外博士愿意回来，而这，
已是大势所趋。

[思考]

人才太多也是
“甜蜜”的烦恼

人才越来越多，对于封教授

而言，平添了几许“甜蜜的烦恼”：

“现在对于高校研究生和博士后

招收都是有名额限制的，很多优

秀的研究生和博士后进不来。”封

教授希望教育主管部门能给予高

校更大的自由，放开研究生和博

士后的招生名额，“至少放宽一

些”。

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对
于青年来说，创新才是主战
场。在科研创新领域里，上海
已经在多方面走在了前头。眼
下，上海的科技创新队伍越来
越年轻，因为，上海有培育创新
的土壤。但是，怎样让创新之
苗更加茁壮地成长，我们还在
努力。 青年报资深记者 郭颖

70后海归教授封东来：

拿完奖后
鼓励“土博士”走出去

入民企只为学以致用
研发的产品减轻了病人的负担

由张江高科技园区管委会主
办的第四届“张江人才”评选近日
揭晓。今年，评委们更看重入选
人才在研究领域是否有“独创
性”。最终，上海微创集团下属子
公司“微创心脉”研发总监袁振宇
博士成为5名“张江卓越人才”之
一。“很多以往都是靠进口的产
品，正通过张江企业人才的创新
逐步国产化。”“张江人才”专家评
委高国明表示。

75后博士袁振宇2006年毕业
于上海交大，2007年进入张江工作，
目前担任微创心脉医疗科技（上海）
有限公司研发总监。作为大动脉介
入支架系统开发的总负责人，他所
研发的上市产品拉低了进口产品价
格，减轻了病人的负担，年销售额接
近一亿元。“因为我是学材料专业
的，当年进微创，也只是出于学以致
用的考虑，并没有在意微创是家民
营企业。”袁振宇表示，微创的氛围
非常好，鼓励创新，宽容失败。“创新
的过程是曲折的，只有经历了99%
的失败才能换来1%的创新，我们的
项目往往都会经历很多挫折，但公
司始终坚定地支持着我们。”

所在团队正成为引领者
8年内三获国家科技进步奖

袁振宇主导研发的新产品
Castor（TM 上标）分支型主动脉覆
膜支架及输送系统是世界上第一
个可以治疗主动脉弓部病变的产

品，已达到国际先进水平。“以前
我们都是用国外的产品，所以要
比人家晚用两三年，这次是让中
国的患者第一次早于其他国家得
到世界上最先进产品的治疗，从
跟随者变为引领者。”袁振宇为此
感到骄傲。

上海微创集团不久前凭借“微
创介入与植入医疗器械关键技术及
产业化平台”荣获2015年国家科技
进步二等奖。这家平均年龄只有
31岁的年轻企业，8年里3次荣获
国家科技进步奖，能取得这样的成
果，是因为他们有“创新反应炉”。

据介绍，公司连年轮番推出
三个人才计划，即“双十海归领军
人才计划”，“双十领头雁计划”和

“百名雏鹰计划”，每个计划分别
对应100万、50万和25万元人民
币的奖励。目前，微创医疗已经
拥有 6 位国家和上海市“千人计
划”人才，打造出一支国内最专业
且呈现梯队化的研发创新团队，
并入选科技部“创新人才推进计
划重点领域创新团队”。

未来10年的目标
让更多病人免于开刀之苦

袁振宇说，创新的关键是平
台，如果没有好的平台，再有创新
能力和想法，也无法落地。微创
在研产品高达上百个，因为它有
一个“14+2”创新平台。公司不断
完善“14”个通用支撑平台：包括
一个所谓的“前台”，即与市场和
科技界的对接口和信息窗；一个

“后台”，即针对集团现有产品展

开的网上服务和数据收集。12个
高度细分与专业化的平台，基本
上囊括了从产品创意开始直到上
市后“医生培训”整个创新产业链
的各个环节。

值得一提的是，“张江人才”
评选启动以来，微创集团在连续
四届评选中每年都有一位人才获
得“张江卓越人才”大奖，这在所
有参选企业中也是绝无仅有的。

袁振宇是进交大读博士才来
到上海，他始终能感受到上海对
于青年科研工作者创新的激励。
袁振宇说他拿的第一个奖是2012
年时获得的上海市“高端创意人
才”奖，每年20个，当时他获得了
入围奖。这次当选“张江卓越人
才”，他将获得政府部门奖励的
100万元现金。

“我接下来的目标是争取用
介入支架方法进行全主动脉疾病
的治疗，让更多这样的病人免于
开刀之苦。”袁振宇告诉青年报记
者，目前有60%的适应证已经可以
用支架解决，剩下的40%，他将用
10-15年时间来完成。

[思考]

希望人才公寓
租赁时间能延长

如今，袁振宇已在上海买房安

家，但他的同事们还在张江租房。

“张江的白领公寓租金有政府补贴，

离单位又近，价廉物美，但要排队，

而且只能租两年，时间有点短。”

75后材料博士袁振宇：

入民企也有“大天地”，引领“中国创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