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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19日下午，2024年“上海科技青年35人引领计划”（以下简称U35）在科学会堂举行颁奖典礼，35位获奖者
以及15位提名获奖者亮相。记者看到，从世界科技前沿到经济主战场，从关切国家重大需求到关乎人民生命健康
的各个领域，90后青年都已成为妥妥的主力军。 青年报记者 刘晶晶

90后青年人挑大梁
33岁的中国科学院上海光

学精密机械研究所研究员姜益
光主要研究氟基红外玻璃和光
纤的应用技术，已经在这个领域
深耕10年，他的团队也基本都是
90后。

这项技术主要应用于高端
红外设备。“我们制作的玻璃类
似于传感器的眼镜膜，在飞机或
者飞行器飞行过程中需要探测
器进行探测，它既要能透过红外
信号，又要保护里面的物品在某
个地方的使用。”这一材料国外
更为先进，从2013年开始，姜益
光就开始致力于进行国产化替
代材料的研究，以满足国家重大
需求。

33岁的白龙来自上海大学
转化医学研究院，主要从事骨修
复生物材料和骨类器官的开
发。“我们都知道，组织工程相当
于拿活性支架加上细胞直接植
入到人体内，它需要与人体有反
应过程，所以与人体的适配性可
能不太够。我们主要研究骨类
器官，将干细胞与组织工程的原
有支架结合，并借助材料生物学
效应，使其定向分化为具有功能
的细胞。”

白龙告诉记者，他们研究发
现，这类骨修复生物材料植入后
会立即与周围骨缺损组织进行
整合，修复效率和质量比传统组
织功能要好很多。“通过动物实
验证明，传统组织工程修复同一

个骨缺损需要2~3个月，而我们
可能仅需1个月。”

年轻人就该挑战未来
白龙2022年开始研究类器

官，这也是目前在世界上较为前
沿的一个研究领域。“类似眼睛、
心脏、皮肤等软组织的类器官已
经有不少研究，但我本人所从事
的骨类器官研究目前做的人很
少。”白龙告诉记者，很多软组织
可以使用水凝胶等材料模仿，而
骨头是人类身体中与牙相似的
唯一的支撑器官，具有力学强
度，构建软组织类器官的材料技
术并不适合骨，因此这个领域目
前的研究仍然是空白，也面临很
多挑战。

但正是因为难，他才瞄准了
这个方向，不断深耕。“我喜欢挑
战，因为这一赛道是面向人类生
命健康的，我认为类器官是具有
非常好的前景的，未来肯定会改
变我们所有组织工程生物材料
研究的范式。而作为年轻人，就
应该奔着未来去做一些科学研
究。”白龙表示。

与此同时，他也清醒地认识
到，要挑战这类课题，意味着需要
花费更多时间，可能好几年都不
一定有成果。“因为科研成果不是
一蹴而就的，不可能今天做了明
天就能发表成果，后天就用在临
床上，尤其是面向生命健康的材
料研究，可能需要3年、5年甚至
10年，所以如果要挑战，就要做
好心理准备，要能耐得住寂寞。”

“宠爱”让年轻人更有信心
对于获得U35称号，这些获

奖者们都感到非常荣幸。34岁
的乐心怡来自上海交通大学，她
的研究通过自动化手段将工厂
中需要人工完成的高危或复杂
劳动由机器代替，改善劳动者的
工作环境。“拿到U35，给了我更
大的自信和科研信心，可以帮助
我更快成长。”她表示。

姜益光2013年来到上海光
机所，当时还是学生，2018年就
成为了课题组组长。这些年，他
感受到了上海对于青年科研人员
的各种“宠爱”。“我自己就享受过
这种红利。”他告诉记者，刚刚33
岁的他目前正在负责的千万级以
上的重要科研项目就有两个，拿

到第一个这样级别的项目时他才
30出头。“我们的团队也非常年
轻，基本都是90后。”姜益光说，这
种情况以前他都不敢想象。

正如U35的评选，专门针对
35岁及以下青年科技人才。“对
于我们年轻人来说，就是一种肯
定，也能激发我们更强的责任意
识。我一直坚持一个观点，即我
们应该充分信任年轻人，任何人
都不清楚他们的潜力。当你真
正给他们机会时，他们可能会给
你不同的惊喜。”姜益光表示，这
次获奖对他而言也是另一个新
起点。“是压力也是动力，我希望
能进一步为国家科技贡献更大
的力量。”

白龙的团队约有20名老师，
也基本是90后与80后。白龙告

诉记者，这两年在市里和学校的
支持下，团队在类器官领域的发
展非常快，编写了国内第一本类
器官领域的书，出版了国内第一
个类器官领域的专家共识，同时
还发布了类器官领域第一个O-
GPT大模型。

白龙是从材料学到生命科
学再转到医学领域的，现在还在
学习人工智能。“生命健康领域
本身就是学科高度交叉的研究
领域。”在他看来，跨界需要保持
好奇心，学科交叉也能促成创新
成果的出现。“今天中午我就加
了很多微信，因为U35评选有4
个赛道，对我来说很多都是跨
界，认识其他科研青年之后也能
很好地交叉，实现全链条的创
新。”

“上海科技青年35人引领计划”颁奖

各个赛道90后青年都已挑大梁

青年报记者 周胜洁

本报讯“我们小区知识分
子多，文化层次政治觉悟都很
高。”东临华东政法大学，南靠中
山公园的华阳路街道华院居民
区原为华东政法大学的教职工
住宅区，约80%的居民为学校教
职工，负责这样的小区有优势也
有挑战。

作为85后，华院居民区党支

部书记葛俊探索“五民”工作法，
运用基层协商“三段六步法”，推
进精品小区建设、电梯加装、苏河
华政湾步道开放、中山公园围墙
打开，提升居民参与感与幸福感。

不少华院居民区老居民眼
中，葛俊是小年轻，提到葛书记
时都会说：“小伙子很热情很亲
切，凡事都会征求大家意见，跟
加梯公司谈判时又能为了居民
利益据理力争，被不理解的居民

指责时，也会很有耐心地解释。”
85后葛俊2019年来到社区

工作后，组建了一支平均年龄37
岁的基层工作团队。葛俊说，华
院是一个处处讲理的地方，挂着

“缘圆园”牌匾的小亭子就是一
个基层民主协商点位，小到种什
么花草，大到加装电梯，居民都
可以在此协商议事，“在居民区
形成了一个很好的民主协商的
氛围。”

葛俊借助“缘圆园家园议
事会”议事平台，探索形成了

“事前——收集各类问题、拟定
公共议题；事中——征集解决建
议、协商确定方案；事后——公开
协商结果、监督方案执行”基层协
商“三段六步法”。家园议事会由
小区14个团队组成，一季一会民
主协商讨论从居民中收集到的意
见和建议，寻找更优解决路径，并
形成了“民主协商议事导图”。居
民参与治理不再是一件难事。

葛俊说，就如加装电梯，议
事会牵头居民多次协商，葛俊还
带领基层工作团队积极发动楼
组党员，用自己的兴趣爱好和专
业特长，用照片、文字等形式打
造连廊空间，营造“相亲相爱”的
楼组氛围。

如今，长约900米的苏州河
华政滨河步道“一带十景”早就成
为市民Citywalk打卡的热门地。
思孟园、格致园、倚竹院……华东
政法大学的百年历史建筑群与苏
州河完美融合。

苏州河慢行步道东延伸段
贯通工作启动伊始，葛俊了解到
不少居民对安全隐患、噪音扰民
等都有顾虑。为此，家园议事会
牵头居民多次协商，通过全员参
与和表决，解决了“围墙开不开、
怎么开”“步道怎么管”等问题。
同时，他们从居民角度出发，在
小区步道入口安装了智能门禁
和安防监控，规定了开放时间。

“我们采用一系列人防和技防措
施，保证社区的安全秩序，也打
开了这片围墙。”

自从步道开放后，居民周老
伯每天都会来此散步、健身，空
气好、离家近，“步道开放后，我
们也很欢迎，整个步道就和我们
后花园一样。”

此外，在万航渡路华院小区
沿街围墙还打造了时光影廊，见
证了百年苏河步道的贯通和百
年中山公园的开放，成为周边居
民的“网红”打卡点。

工作也为葛俊带来了改变，
受到居民影响，他开始种植花
卉、养了小鱼，“我现在和居民有
了共同话题，感情也就更近了。”
他常感叹，在华院周边，有百年
道路和百年公交，有百年校园华
东政法大学，也有百年公园中山
公园，“这么美好的地方，我有责
任让它变得更好。多站在居民
立场，为他们多想一步。”

奋勇争先实干家

多站在居民立场 为他们多想一步
85后“小巷总理”用“三段六步法”，撬动全民参与杠杆

姜益光 白龙 乐心怡 青年报记者 吴恺 摄

华院居民区党支部书记葛俊。 受访者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