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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市脉搏

上海将首次评选
年度最美退役军人

本报讯 记者 刘昕璐 由市委宣
传部、市退役军人事务局共同主办的

“最美退役军人”评审会9日在龙华烈
士陵园召开，活动主办方将根据本次
评审会得分情况，结合网络投票结
果，进行综合评定，最终确定本市10
名“最美退役军人”、10名“最美退役
军人”提名奖获得者。

市退役军人事务局巡视员高菊兰
介绍，本市自4月以来“最美退役军人”
学习宣传活动经过广泛发动、推荐申
报，初审遴选，共产生了35位不同岗位
上的最美退役军人候选人，是全市退
役军人的突出代表，是退役军人事务
系统和广大退役军人学习的标杆。

高菊兰说，将结合全党正在开展
的“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以
及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
开展向张富清同志学习活动，在全市
范围内掀起向“最美退役军人”学习
的热潮，激励广大干部群众崇尚最
美、学习最美、争当最美，在全社会大
力营造关心国防、热爱军队、尊崇军
人的浓厚氛围。

评审会上，35名“最美退役军人”
候选人，从不同角度、不同侧面，讲述
了不忘初心、牢记使命、锐意创新、勇
于担当、无私奉献的奋斗故事，深深
打动了在场评委和听众。大家感到
要以先进典型为标杆，学先进、赶先
进、争先进，立足岗位，建功立业。

据悉，上海将适时举行“最美退
役军人”发布仪式和先进事迹报告
会，组织“最美退役军人”典型进学
校、企业、军营宣讲，形成学军、爱军、
拥军的舆论声势，把“最美退役军人”
学习宣传活动的成果转化为投身上
海建设发展的生动实践。

徐汇邀三位女劳模
讲述成长故事

本报讯 记者 范彦萍 昨天，由
徐汇区总工会主办，上海海派生活美
学促进中心承办的“幸福是奋斗出来
的——听女劳模工匠讲成长故事”汇
聚慧享绘幸福女职工课堂主题活动
在徐汇区政府举办，特邀三位女劳
模，解读“女劳模=女强人=运气好=
特别能拼？”这道特别的数学题。

国内特种机器人研发生产领域的
专家听起来是个很酷的抬头，当气质
温婉清新的卢秋红徐徐上台的时候，
观众们显然愣了一下。“卢博士，您好！
您这么飘逸的上场，单从您的形象气
质来看，很难想象您从事的行业竟是
这么硬朗，感觉上是男性更感兴趣的
特种机器人研发生产领域，这个反差
还是挺大的。那么您是出于怎样的考
虑或者机遇选择了这个科研方向？”主
持人的这个问题引来大家的好奇。

上海市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上
海工匠、上海合时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总经理卢秋红介绍说，自己从小就喜
欢理工科，那时候特别喜欢看居里夫
人的电影，立志要当一名科学家。“在
我的认知里，从来都没特意区分哪些
是男性主导的领域，哪些是女性适合
从事的工作。我博士毕业后留在上
海，很早就介入人工智能领域……”

说起中中和华华，孙强就像提到
自己的孩子。“她们最近很好，已经放
回猴群了。平时只要一叫她们的名
字，立刻就会跳到兽医的手上。但最
近有一个月没管她们，再找她们，或
许是紧张，咬了兽医一口。”孙强笑着
介绍说，眼下，他们在西山岛上的基
地，已经有1300多只猴子。

2005年，怀揣着在中国建立非人
灵长类辅助生殖技术并做出转基因模
型猴的梦想，孙强在博士毕业后没有
选择出国去做博士后，而是从事非人
灵长类研究。2009年，恰逢中科院神
经所计划开辟非人灵长类研究领域，
神经所“伯乐”蒲慕明决定把建设非人
灵长类研究平台的重任交给他。

为了早日得到转基因猴，孙强选
择了远离家人和核心城市，在位于苏州
太湖西山岛上的一个猴子养殖场内通
过租用设施来实现快速起步。他们租
住小镇上的民房，没有食堂就自己烧
饭，订购试剂药品也靠自己往返实验室
和小镇提取，交通工具是电瓶车。条件
艰苦，远离城市也导致人才招聘困难，
只能退而求其次招聘几乎没有任何经
验的“小白”。因此，他全身心扑在平台
的建设上，手把手培训新人。

孙强团队现在有21个成员，最年
轻的出生于1998年。“大中专毕业生
更愿意从基层做起，不挑活儿。”孙强
告诉青年报记者，他们团队去年曾经
来过两个硕士生。“一个是兽医，一个
做显微操作。我让其中一个去猴山养
猴子，干了一个月不干了；我让另一个
去养小白鼠，干了4个月不干了。”孙强
坦言，以前他们几乎招不到兽医，因为
相对来说，跟着他们干还不如去宠物
医院，待遇好得多。“现在好多了，已经
有人肯来我们这里干了。”于是，就这
样，20多个人，1300多只猴子，孙强
团队在岛上干着这件伟大的事业。

“我们现在成名了，大家对我们寄予
的希望更大，我们的压力也更大了。”

孙强现在大多数时间还是会在西
山基地度过，每周末回上海，他在岛上
的生活规律又重复：早上7点吃早饭，
然后开始工作，一直忙到晚上11点下
班。他喜欢这样的田园生活。

自诩“脑中有科学，心中有道义”
的孙强认为实验动物为人类作出了巨
大的贡献，一定要善待它们。根据实
验动物饲养的国标规定，实验猴可以
每笼一只地养在更方便月经检查和兽
医操作的单笼里，但为了让猴子住得
更舒服，他们选择用大笼舍“群养”。

“但是，那些笼子年头多了，不牢固，以
前经常会有猴子拆了笼子溜出去，但
在外面找不到吃的又会回来。”为此，
孙强特意招了一个电焊工，及时检查
笼舍。从此以后，猴子再也没跑过。

对于此番入选上海十大“最美科学
家”，孙强认为，他的团队每个人都很
美。“你们觉得每只猴子都长得差不多？
其实不然。我们每个兽医都至少认识两
三百只猴子，还给它们起不同的名字。”

2017年底，在历经5年的艰辛后，世界首批体细胞克隆猴“中中”和“华华”在中国顺利诞
生。这项技术，让中国在世界上领跑。中中和华华也让中科院神经科学研究所非人灵长类研究
平台主任、研究员孙强“一夜成名”，在此之前，他带领团队已在苏州西山岛上养了10年猴子。

青年报记者 郭颖

一群人、1300只猴子——他们在干一件伟大的事

“猴王”孙强5年不馁攻坚克隆

孙强和中中、华华。 受访者供图

孙强此番当选上海市十大“最美
科技工作者”，实至名归。

2010年国庆假期的一个雨夜，
为了把一个重要的试剂尽快带到实
验室的低温冰箱中保存，他在从基地
返回宿舍、没有路灯的路上骑行时，
摔断了锁骨。但当时正是实验的关
键节点，一些关键的实验还离不开
他，他悬着左臂忍痛坚持了一周，把
实验做完才去医治。此时摔断的锁
骨已错位互连，不得不重新切断后再
接上。即便如此，他也没休息几天，
不等拆线就回归一线。正是这批注
射的猴卵，在次年3月诞生了首批具
有类似人自闭症表型的转基因猴。
这实现了他多年的梦想——建立非
人灵长类转基因技术。

但他并没有就此停滞不前，为解
决主要的非人灵长类实验动物猕猴
性成熟时间过长的问题，他又带领团
队利用精巢异种移植技术成功实现
猕猴的加速成熟，将食蟹猴的繁殖周
期从5年以上缩短到2.5年。

在认识到体细胞克隆技术重要
性的前提下，孙强毅然接下了攻克非
人灵长类体细胞克隆技术这一重
任。20多年来，国际上多个顶级实验

室尝试攻克非人灵长类体细胞克隆
技术都无功而返。世界公认的非人
灵长类克隆专家米塔利波夫前后用
了15000枚猴卵进行尝试，最后仍以
失败告终。尽管如此，孙强及其团队
还是冒着很可能失败或很长时间没
有成果的风险，在平台建立3年后的
2012年开始了体细胞克隆技术的攻
关。

体细胞克隆猴实验做了5年，孙
强的团队也失败了5年。深深的挫
败感时常使大家感到非常痛苦和沮
丧。他经常勉励大家，做最坏的打
算，尽最大的努力，不计较短期的得
失，而是为了最终的远大目标一起相
互守望。

如今，国家杰出青年基金获得
者、科技部中青年科技创新领军人
才、中组部“万人计划”入选者、中科
院百人计划入选者、2018年谈家桢
生命科学创新奖……尽管荣誉多多，
但采访中，孙强总说：“你们不要老写
人，多写写科普知识。”

眼下，孙强的最大愿景是：完成8
种用于疾病的模型猴、8种用于科研
的工具猴，培育 3000-5000 只实验
猴，并且建立种群。

脑中有科学
心中有道义

克隆猴实验做了5年失败了5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