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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厅

本报讯 上海市科学技术奖
励大会昨天上午举行，隆重表彰
为国家、为上海科技事业和现代
化建设作出突出贡献的科技工作
者。市委书记李强在会上强调，
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
要讲话精神，始终把科技创新摆
在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牢牢把
握“四个面向”的重要方针，紧紧
围绕强化科技创新策源功能的
核心任务，努力在加强原创性科
技攻关上取得新突破，在赋能经
济高质量发展上打开新局面，在
强化战略科技力量上见到新成
效，在构建开放创新生态上展现
新气象，奋力推动具有全球影响
力的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再上新
台阶，为我国加快建设世界科技
强国作出新贡献。

会上，李强向中国科学院院
士、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心内
科主任葛均波颁发上海市科技
功臣奖，请他在主席台就座。市
委副书记、市长龚正主持会议。
市人大常委会主任蒋卓庆、市政
协主席董云虎、市委副书记于绍
良，市领导诸葛宇杰、胡文容、朱
芝松、彭沉雷出席会议。市委常
委、常务副市长吴清宣读2020年
度上海市科学技术奖表彰决

定。市领导和科技功臣奖获奖
人共同为获奖代表颁奖，向受到
表彰的集体和个人表示热烈祝
贺，向全市广大科技工作者致以
崇高敬意。葛均波和新当选院
士代表、中科院细胞生物学国家
重点实验室主任李劲松作了交
流发言。

李强指出，加快向具有全球
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进军，是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
交给上海的重大战略任务。七
年来，我们举全市之力推进建
设，广大科技工作者只争朝夕、
奋勇争先，在探索世界科技发展
的最前沿、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
发展的主战场、抗击新冠肺炎疫
情的第一线作出了重要贡献。
在大家共同努力下，上海科创中
心建设呈现出加速推进的态势，
正在从形成基本框架迈向功能
全面升级。随着新一轮科技革
命和产业变革加速演进，科技创
新的基础性地位和先导性作用
更加凸显。要按照中央部署，全
面强化科技创新策源功能，进一
步激活创新要素、释放创新潜
能、提升创新效能，以科技创新
的竞相突破赢得未来发展的战
略主动。

李强指出，实现科技自立自
强，关键要有标志性原创成果。
必须持之以恒加强基础研究，持
续用力提高原始创新能力，努力
在基础科技领域作出大的创新，
在关键核心技术领域取得大的
突破。聚焦前沿领域，形成持续
稳定的投入机制，探索松绑放权
的管理制度，敢创世界和未来之
新。瞄准未来科技和产业发展
的制高点，发挥“揭榜挂帅”“赛
马制”等新机制作用，着力在基
础零部件、基础工艺、基础材料
等方面取得关键突破，加快在集
成电路、生物医药、人工智能等
先导领域掌握先机。

李强指出，处于新旧动能转
换期的上海，更加需要增强创新
这个第一动力，向科技要贡献
率、向创新要引领力，源源不断
催生新的发展动能。要大力提
升科技成果转移转化效率，疏通
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和产业化双
向链接的快车道，推动创新链与
产业链深度融合，加快科研成果
从样品到产品再到商品的转化，
把更多科技成果充分应用到经
济社会发展中去。要大力推进
数字技术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
抓住城市数字化转型的战略机

遇，加快推进数字产业化、产业
数字化，全面提升产业基础高级
化、产业链现代化水平，推动数
字经济进一步释放强劲新动能。

李强指出，上海是国家战略
科技力量的重要承载地，要积极
抓好系统布局、系统组织、跨界
集成，进一步提升科技创新体系
整体效能。重大创新平台要把
原创性科技攻关作为重中之重，
勇当科技和产业创新的开路先
锋。科研机构“国家队”要进入
有战略意义的阵地，在解决事关
全局和长远的重大科技问题上
取得突破。研究型大学要统筹
推进高层次人才培养和高水平
科技供给，不断增强服务创新发
展的能力。科技领军企业要成
为创新需求“出题者”、创新资源

“配置者”、创新任务“牵头者”和
创新网络“构建者”，打通从科技
强到企业强、产业强、经济强的
通道。

李强指出，加快科创中心建
设，离不开开放、协同、包容的良
好生态系统。要持续深化科技
体制改革，增强改革的系统性、
整体性、协同性，破除一切制约
科技创新的制度藩篱，减少对微
观科研活动的干预，进一步为科

研人员松绑解绑。要持续加强
国际创新合作，积极融入全球创
新网络，发起和参与国际大科学
计划，打造创新开放合作平台。
要持续激发人才创造活力，更加
重视人才自主培养，优化吸引人
才、留住人才、用好人才的制度
环境，为各类人才提供更大平
台、更好服务、更多机会，让他们
更好施展才干、建功立业，实现
价值、成就梦想。

会前，李强、龚正等市领导
会见了2021年上海地区新增中
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
和外籍院士，向新当选的院士表
示祝贺，对广大院士长期以来为
上海经济社会发展、科技事业进
步所作出的贡献表示感谢，希望
院士们更好依托上海的综合优
势、平台优势、开放优势，为我国
科技自立自强、为上海加快科创
中心建设作出更大贡献。

2020年度上海市科学技术
奖共授奖281项（人），其中10人
获青年科技杰出贡献奖，45项成
果获自然科学奖，33项成果获技
术发明奖，181项成果获科技进
步奖，10项成果获科学技术普及
奖，美国籍专家布鲁斯E·瑞特曼
获国际科技合作奖。

两地携手共谱
双城合作新篇章

本报讯 2021上海-台北城
市论坛昨天以视频形式举行。
上海市市长龚正、台北市市长柯
文哲出席论坛并致辞。上海市
副市长陈通、台北市副市长蔡炳
坤作主题演讲。

龚正说，“双城论坛”是两岸
城市交流的响亮品牌，以“新经
济 新发展”为主题的本次论坛，
寄托了两市人民对未来生活的
美好愿景。台北有许多值得上
海学习借鉴的先进理念，我们期
待与台北分享经验、加强合作。

“两岸同胞都是中国人，同根同
源、同文同种；两岸同胞都是一
家人，血脉相连、骨肉天亲。”我
们将继续秉持“两岸一家亲”的
理念，一如既往关心支持台胞台
企在沪发展，为台胞在上海学
习、创业、就业、生活提供更多便
利，为台企来沪投资兴业创造良
好环境。期待两地携手努力，共
谱双城合作新篇章，同创美好生
活新未来。

又讯 上海市市长龚正昨天
会见智利驻华大使路易斯·施密
特一行。龚正说，中国和智利是
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两国传统友
谊弥足珍贵。上海高度重视与
智利及智利地方政府的友好往
来和经贸合作。欢迎智利企业
来沪投资兴业，特别是用好中国
国际进口博览会平台，实现更大
发展。

两项癌症研究成果分获上海科技进步一等奖

上海市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举行 葛均波获科技功臣奖

始终把科技创新摆在核心位置
努力在加强原创性科技攻关上取得新突破，在赋能经济高质量发展上打开新局面，在强化战略科技力量上见到新成效，在

构建开放创新生态上展现新气象，奋力推动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再上新台阶，为我国加快建设世界科技强国作

出新贡献。

邵志敏（右）教授和赵快乐教授。 受访者供图

青年报记者 顾金华
通讯员 王懿辉

昨日，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
院和上海人类基因组研究中心
关于乳腺癌的研究成果获得上
海市科技进步一等奖。复旦大
学附属肿瘤医院赵快乐教授团
队的食管癌研究成果同日获得
上海市科技进步一等奖。

攻坚“最毒乳腺癌”
根据最新流行病学数据统

计，中国乳腺癌患者数量约250
万人，总体5年生存率不足80%。
全世界的医学家都想提高乳腺
癌的治疗效果，但这依然是一项
高难度的工作。

“过去我们对乳腺癌的研究
仅仅停留在分类的基础上，缺乏
系统而精准的分型”。肿瘤医院
乳腺外科邵志敏教授解释说，随
着肿瘤诊疗全面进入精准治疗
时代，精准诊断、明确分型与“分
类而治”已成为我们进一步提升
乳腺癌疗效的有力“武器”。邵
志敏教授团队在明确中国乳腺
癌流行病学和遗传易感特征的
基础上，开展多项针对中国乳腺
癌体细胞突变和遗传易感变异
的大规模研究，绘制出首个中国
人群乳腺癌基因组图谱，为精准
诊疗奠定基础。

其间，针对被众人谈之色变
的“最毒乳腺癌”——三阴性乳
腺癌，研究团队针对治疗中“没
有靶点、治疗手段少”等难点问

题，发起了持续攻坚，提出了“基
于分子分型的精准治疗策略”，
改变了过去“一群人一个方案”
的治疗困境，有效实现“一人一
策”的精准治疗，将多线治疗失
败的三阴性乳腺癌患者的客观
缓解率从早年的5%-10%提高到
29%。

正是这些年团队的坚守和
创新，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乳
腺外科邵志敏团队经过十年攻
关，发表论著357篇，被Nature系
列、Cell 系列等期刊他引 5259
次；累计10项成果写入《中国抗
癌协会乳腺癌诊治指南和规
范》，编入NCCN等国际乳腺癌诊
治指南；相关研究成果在全国29
省市85家以上单位推广，使逾百
万名患者接受了规范诊疗而生
存获益。

邵志敏教授表示，通过成果
应用，项目组近年收治的早期乳
腺癌患者5年生存率从20年前的
不足80%提高到93.6%，超过美国
同期5年生存率（90.2%）。乳腺
原位癌检出率从早先的5%提升
到近年的20%，达到国际先进水
平。

项目组每年诊治上海市40%
以上新发乳腺癌病例，并联合上
海多家医院推广应用，基本覆盖
了80%以上的上海市新发病例。

下周，邵志敏教授将在全世
界上规模最大、最具影响力的美
国圣安东尼奥乳腺癌大会分享
这一系列重要研究成果。他也
将是该大会成立44年来，首位受

组委会邀请做主旨报告的中国
大陆学者。

食道癌“中国方案”疗效佳
从绘制中国食管癌基因图

谱、创立以精准的“累及野”放疗
技术为核心的食管癌根治性放
化疗方案，到最后形成食管癌放
化疗“中国方案”关键技术，复旦
大学附属肿瘤医院放疗科赵快
乐教授团队历时近三十年完成
的项目“中国食管癌基因谱特征
和放化疗方案关键技术创新与
应用”，同样于昨天荣获上海市
科技进步一等奖。

中国食管癌发病人数占全
球一半，且 90％以上是食管鳞

癌。研究团队从基因层面入手，
绘制了中国食管癌的基因图谱，
确定了中国人食管癌的特点基
因，找到了多个新的放射抵抗新
基因。在临床上，优化国际方案
和创立了新的放化疗体系。这
个新的体系是在传统的国际方
案基础上进行多个放疗关键技
术革新和放化疗方案融合，包括
首次前瞻性设计了食管癌三维
适行放疗的“累及野”照射技术，
首创了食管癌“后加速”放疗技
术等，有效提高患者生存率，最
终形成食道癌精准放疗“中国方
案”。该方案使得局部晚期食管
癌的根治性放化疗的5年生存率
提高了一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