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9 年 1 月 28 日《上海市消防救
援队伍面向社会招录消防员的公告》

正式发布， 本市消防救援队伍计划面
向社会招录 800 名消防员，其中上海市
招录 400 名，浙江省招录 100 名，安徽
省招录 150 名，江西省招录 150 名。

此次招录的消防员应具有上海市、

浙江省、安徽省、江西省等 4 省（市）户
籍或持有上海市居住证的中华人民共
和国男性公民；遵守宪法和法律，拥护
中国共产党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志
愿加入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具
有高中以上文化程度， 身体和心理健
康， 品行良好的 18 周岁以上、24 周岁

以下（1994 年 3 月 1 日至 2001 年 2 月
28 日期间出生）的适龄青年均可报名；

大学本科以上学历的人员年龄放宽至
26 周岁 （1992 年 3 月 1 日以后出生），

对消防救援工作急需的特殊专业人
才，经应急管理部批准年龄还可以进
一步放宽； 完成所有课程学习， 具备
取得高中毕业文凭资格的普通高中应
届毕业学生 ， 完成专业理论课程学
习， 除参加毕业实习或社会实践外能
够毕业的中等职业、 技工学校应届毕
业学生， 经所在学校同意， 也可纳入
报名范围。

其中具有中国共产党党员，具有大

专以上学历， 原公安消防部队的退役
士兵，原公安消防部队现（曾）任的政
府专职消防员， 解放军和武警部队服
役期间获得三等功以上奖励、 任副班
长以上职务的退役士兵，具有 B2 级以
上车辆驾驶执照条件可优先招录。

招录采用网上报名的方式。 招录
对象可在 2019 年 2 月 28 日 18 时前登
录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消防员招
录网站注册报名。 通过资格审查、 体
检、 政审、 心理测试、 体能和岗位适
应性测试、 面试等考核测试环节的招
录对象， 可择优录用为本市消防员。

新录用的消防员， 需参加为期一年的

入职培训。 培训合格的， 正式签订接
收协议， 工作 5 年 （含入职培训期）

内不得提前离职。

经批准录用的消防员，按《中华人
民共和国消防救援衔条例》规定，授予
相应消防救援衔。 经培训并合格后，由
消防救援总队根据工作任务需要，统
筹安排至本市各消防站工作。 消防员
实行全程退出机制， 不适合继续从事
消防救援工作， 以及因其他原因经组
织批准的，安排退出。其中工作不满 12

年、需要安排退出的按规定给予补助；

工作满 12 年以上、 不满退休年龄的由
政府安排工作， 根据本人意愿也可选

择领取补助自主就业； 达到退休条件
的安排退休。 对消防员中的优秀业务
骨干， 可择优选拔到消防院校定向培
养，毕业后提任为指挥员。

此次招录的消防员，按照初任消防
员工资不低于本市职工平均工资水平
的原则，参考消防工作高风险、高强度
和消防员 24 小时驻勤备战模式， 实行
与其职务职级相衔接、 符合职业特点
的工资待遇政策； 按规定参加机关事
业单位养老保险、属地基本医疗保险，

享受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伤亡抚恤待
遇， 并根据消防救援工作特点建立伤
亡附加保险制度；符合条件的，同等条

件下优先享受地方住房保障政策；按
规定享受疗养、探亲休假、救济慰问等
待遇；在家属随调、子女入学、交通出
行、 看病就医等方面按规定享受优待
政策。 地方政府为入职 2 年以内的消
防员家庭发放优待金或给予其他优
待。 在消防救援战斗和各项工作中建
立功绩的， 按规定予以记功表彰并享
受相应待遇。 目前，人力资源社会保障
部、 应急管理部正在会同相关部委抓
紧研究制定符合消防救援职业特点的
待遇保障、 表彰奖励和优抚优待等具
体政策， 使消防救援成为受到全社会
尊崇的职业。

上海消防救援队伍面向社会招录 800 名消防员

逝 者

2005 年， 金国章在研究植物河谷千金藤。

（中科院上海药物所供图）

■本报首席记者 许琦敏

中国颅脑创伤救治水平居国际前列
《柳叶刀·神经病学》发表仁济医院江基尧教授论文

本报讯 （记者唐闻佳 通讯员袁蕙
芸） 中国颅脑创伤救治水平进入国际先

进行列，自中国酒驾入刑以来，汽车导致

的颅脑创伤有所减少， 电动车导致的颅

脑创伤发生数明显增加， 相关问题需引

起关注。昨天，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

仁济医院首席专家、 上海市颅脑创伤研

究所所长江基尧教授作为唯一通讯作

者， 在世界神经科学学术期刊排名第一

的《柳叶刀·神经病学》在线发表《中国颅

脑创伤》长篇论文。该文是中国专家首次

在世界顶级医学杂志报道中国颅脑创伤

救治情况进展，引起国际同行高度关注。

在中国，颅脑创伤每年导致近 10 万

人死亡，数十万伤残，是严重的公共卫生

问题。论文通过大量数据分析，全面剖析

了中国颅脑创伤发生的特点和现状。 大

数据显示 ：2011 年中国酒驾入刑以来 ，

汽车导致的颅脑创伤有所减少， 但电动

车导致的颅脑创伤发生数明显增加。 随

着 CT 扫描的普及、 神经外科重症监护

病房的建立、颅内压监测技术、手术技术

及脑保护技术的进展、 循证医学临床研

究的开展、 中国专家共识和指南的编写

等，我国颅脑创伤救治水平显著提高，总

体水平居国际前列。

该论文在向世界展现中国在颅脑创

伤诊治取得成就的同时， 也指出我国颅

脑创伤救治存在的困难和今后努力方

向。例如，颅脑创伤患者空中转运少导致

抢救时机的延误、 神经外科重症监护病

房普及率低、临床救治仍不够规范、地区

救治水平不平衡、 高水平临床随机对照

研究不多等。 中国需要进一步提高神经

外科重症病房危重病人的医护水平，加

强神经外科医师专科培养能力， 积极开

展国内外高水平随机对照研究和疗效比

较研究。

《柳叶刀·神经病学》杂志科学顾问、

国际神经创伤协会前任主席、 比利时安

特卫普大学神经外科教授安德鲁·马斯

第一时间向江基尧教授发来邮件称：论

文的发表在中国颅脑创伤发展历程中具

有里程碑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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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善处世淡泊名利报家国， 治学育人追求卓越书华

章”。 昨天，人们在绵绵阴雨中送别著名神经药理学家、中国

科学院院士、中科院上海药物研究所研究员金国章先生。 他

于 1 月 29 日 16 时 30 分在上海中山医院逝世，享年 92 岁。

作为我国从事脑内多巴胺药理学研究的先驱和这一领

域最有成就的学者之一，金国章钟爱药理学事业，数十年坚

持神经递质和多巴胺受体作用研究，取得多项原创性成果。

他的科研生涯立足国内，被誉为研究中国传统医药的典范。

不放过科研中的任何一个偶然

青少年时代， 一场持续数月的副伤寒疾病在金国章心

里种下了从事药学研究的信念。 1947 年夏，他考上浙江大

学后，坚定地选择了理学院的药学系。

1952 年大学毕业后，金国章来到中科院上海药物所工

作。 当时，所里正在创建药理学实验室，他成了刚从美国归

来报效祖国的丁光生教授的第一位助手， 由此迈入了药理

学研究大门。 1956 年，在从苏联归国的胥彬教授指导下，金

国章承担了著名镇痛中药延胡索有效成分的药理学研究。

阐明延胡索镇痛的有效成分， 是上海药物所创始所长

赵承嘏一直以来的愿望。经过八年多的精心研究和艰苦工作，金国章和胥彬共

同阐明了左旋延胡乙素是中药延胡索发挥镇痛作用的主要有效成分。 该化合

物成药后被列入国家药典，并被载入多版药理学教本，沿用至今。

因为这项工作，金国章受邀赴京参加国庆十周年观礼系列活动。他曾深情

地回忆道：“当火车缓缓北去，看到祖国的大好河山，内心非常激动，心里充满

了报效祖国的豪情。 ”

科研总可以不断深入。在动物实验中，金国章发现其镇痛机理超出了既有

的认识范畴，下定决心找出其中的奥秘。 历经十多年，金国章终于将延胡索的

神经药理研究融入国际多巴胺研究领域，成为该领域发展的新起点。

新现象常在偶然中发现。 在实验中，金国章敏锐地发现，抗精神分裂症药

物有效成分左旋千金藤啶碱初次给药和再次给药的结果不一样。 他并未轻轻

放过这一“偶然”，而是耗时七年，解决了这一国际同行公认的棘手难题，并在

国际上首次将此发现称为“兼容作用”。

1997 年，他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匹配治疗”的观点。 这一观点直到 2013 年

前后才被学界所接受。 这意味着，金国章提前 20 年为抗精神分裂症药物指出

了新的研究方向。

“好之者不如乐之者”

金国章从不计较个人利益得失，心中始终装着国家和事业。 他常说，个人

的作用如“沧海之一粟”，而人民的事业犹如“长江之无穷”。

早在上世纪 80 年代初，别人出国都流行带家电回国，而金国章却带回来

了实验工具、药品和详细的实验笔记。他为实验室买回的一台“填补国内空白”

的-20?冰箱，一直使用了三十多年。

从事科研几十年，哪怕逢年过节，金国章都会准时出现在实验室，严格遵

守着“早八晚十”的上班时间表。别人总觉得他很辛苦，他却说：“知之者不如好

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 ”

2002 年，金国章胃癌手术后只能少食多餐，却仍以实验室为家，妻子就常

在他口袋中放些饼干和巧克力，便于他工作时充饥。

醉心于科研的同时，金国章也悉心呵护并照料着伴侣和家人。金国章的妻

子 80 岁后不幸罹患认知障碍症。“父亲为母亲精心制定用药方案，每晚临睡前

都要看看母亲的用药记录，并搭配好第二天的用药，才会安然入睡。”金国章的

儿子金思毅在遗体告别仪式的答词中说，他会继续照顾好母亲，让父亲安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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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门办馆，给孩子“最好的科普”

上海科技馆首次举办寒假科学营，50 名小学生对话六位科学大咖

上午是拿奖拿到手软的英国牛津

大学博士带来的科学表演，下午是被学

生誉为“黄老邪式的”“反差萌”物理学

家讲述 “如何成为科学家”———昨天开

营的上海科技馆首个寒假科学营，用不

一样的方式与小学生“聊”起了科学。

在为期四天的科学营里，中外六名

科学大咖将为 50 位小学生奉上一份挑

动“味蕾”的“科学美食”。 在这里，物理

学、生物学、化学、天文学将被科学家演

绎成表演、讲座、实验、电影甚至音乐剧；

在这里，孩子们不再只是听众和学生，而

是可以与科学家平等交流的对话者。

聚拢科学大咖， 用不一
样的方式“聊”科学

身穿白大褂，说着一口京味儿普通

话，灵活地穿梭在大大小小的试管与烧

瓶之间……在北京化工大学化工资源

有效利用国家重点实验室教授、英国皇

家化学会北京分会主席戴伟的手下，瓶

子中的“水”一会变成红色，一会变成黄

色，宛如一只“魔壶”。“我可不是在表演

魔术， 我的所有表演都可以为你们解

密，因为我是科学家。 ”表演中，戴伟的

生动解说引来孩子们的哄堂大笑。两个

小时的表演趣味横生，临近中午 12 点，

孩子们似乎忘却了饥饿，依然听得津津

有味，完全沉浸在科学实验之中。

戴伟是这位牛津大学博士给自己

起的中国名字，他来中国从事科普已经

20 多年，在北京科普圈，“戴伟”这个名

字可谓大名鼎鼎。 一次去北京出差，上

海科技馆科学传播与发展研究中心副

主任宋娴对戴伟的表演“一见倾心”，为

了邀请他来参加寒假科学营，宋娴辗转

拜托多位专家，才与戴伟通上话。

为什么非得请到他不可？ “因为他

的科学表演是世界级的， 我们希望用上

海科技馆的品牌， 吸引到全球最好的科

普资源，推荐给我们的小观众。”宋娴说。

四天的寒假科学营用每一个细节

传递着把“最好的科普”带给观众的理

念。 除了戴伟的科学表演，中国科学院

物理研究所研究员曹则贤把“调侃风的

小课堂”搬到了科学营现场；上海自然

博物馆的“植物印记工坊”将教会孩子

如何观察植物， 让他们学会亲近大自

然；想了解更多宇宙知识，看一场《宇宙

大碰撞》电影，再听听来自祖国宝岛的

台湾自然科学博物馆馆长孙维新对于

“工作和休闲在地球之外”的科学畅想，

定会让你视野大开；美国音乐剧学院的

艺术家们还将为孩子们带来 《动物世

界》音乐剧的初体验……

拒绝 “学霸海选 ”，对科
学的热情才是“入营门票”

据宋娴透露，寒假科学营其实是市

民“催”出来的。

2017 年， 上海科技馆开出第一个

面向高中生的暑期科学营。 那时，来科

技馆参观的游客中， 小学生比例最高，

举办暑期科学营，是为了吸引更多高中

生走进科技馆。 没想到，科学营一经推

出就成为“爆款”，不少观众在上海科技

馆官网和微信公号上留言，希望馆方开

设面向小学生、成年人甚至老年人的科

学营，寒假科学营由此应运而生。

据悉，今年推出的首届寒假科学营

的入营对象是小学生，而明年寒假科学

营将计划面向成年人。

与暑假科学营的“学霸海选”模式

不同， 寒假科学营大大降低了报名门

槛。 想要获得入营门票，孩子们只需提

交一段三分钟的自我介绍短视频。 “这

次我们不太关注孩子是否参加过科学

课题、 是否获得过竞赛名次等硬指标，

而是看他（她）是否真地对科学感兴趣，

有没有自己的想法。 ”宋娴说，看了 800

多份报名视频，她有一个感受：那些对

科学真情实感的热爱是藏不住的。

以热情为“标尺”挑选出来的孩子

怎么样，昨天与孩子对话的曹则贤大概

最有发言权。 在一个半小时的讲座中，

他事先准备好的“包袱”数次被孩子们

“打断”。 比如他本想卖个关子，问问大

家笛卡尔在病床上看苍蝇时发现了什

么？“解析几何。”一个孩子响亮地回答，

当曹则贤得知这个孩子才上一年级时，

足足惊讶了数秒钟；他又追问孩子是怎

么知道的，稚嫩的童声骄傲地答道：“我

看过好几位科学家的传记呢。 ”

“这些孩子正是科学的未来。”在曹

则贤看来，好奇心和兴趣，是成为优秀

科学家的第一步。

■本报记者 沈湫莎

家用老物件折射生活沧桑巨变
上海交大 2000 多名 00 后学生利用节假日回家机会，请亲朋讲述亲历的时代变化

“当时间流逝时，我们很难深刻地

意识到今天和昨天有什么不同，但是当

我的祖辈和父母辈口述他们的经历时，

当我翻出不同年代的照片和家中的老

物件时，我们感到了改革开放 40 年，尤

其是过去五年，我们的生活真的有了很

大变化。 ”这是上海交通大学学生薛文

懿在钱学森图书馆的留言本上写下的

一段话。 上海交通大学 20 多个班级的

2000 多名 00 后学生捐出的一批特殊

展品，就在这里展出。

这些展品的特别之处在于，都是学

生们利用节假日回家的机会，或者通过

电话、微信、微博、视频等方式，让身边

亲人讲述他们亲历的时代变化。而学生

从家里带来的部分老物件，则生动展示

了改革开放 40 年， 特别是党的十八届

三中全会以来，改革开放不断深入为他

们家庭、家乡和亲人带来的变化。

00 后大学生走近家人
和家乡： 每个人都是改革开
放的受益者

展览陈列的展品，其实是上海交通

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思想道德修养与

法律基础课”教研室给学生们布置的课

后作业。 谈及布置作业的初衷，该院教

授施索华说， 这些 00 后孩子没有经历

过艰苦生活，对于改革开放带来的巨变

感受不深，更不用说理解改革开放持续

深入推进的重要性，于是“我们干脆让

他们从自己身边寻找故事，让他们在完

成作业中，对改革开放的成就和进程积

累更深的感触”。

而当这些年轻大学生 “做完作业”

后，发出了由衷的惊叹。 致远学院本科

生曹鸿带来的照片上，过去和现在形成

了鲜明对比。他说：“不梳理我们一家人

的经历不知道，变化就发生在我们每一

个普通人的身上。我们一家人就是亿万

改革开放受益者中的一员， 回头看看，

内心颇为震撼。 ”

曹鸿的家乡在皖南丘陵地区，过去

非常落后，改革开放以来，柏油路修到

了村口，极大地便利了村民的生活。 过

去大家都是自己挑着茶叶和农产品到

集市上去卖。 五年前，村里在政府的支

持下，建起了一座茶叶加工厂，茶叶统

购统销，村民不必再将茶叶通过崎岖的

山路运至县城售卖了。而且他家乡盛产

冷水鱼，经《舌尖上的中国》介绍后名扬

全国。 如今，家乡的冷水鱼已销售到全

国各地，成为重要致富来源。

生物医学专业本科生刘清扬从家

里带来一张爷爷当兵的证书。 “我爷爷

曾经是雷达兵，负责扫描敌机，为炮手

提供信息。他说，那时候的抗争，凭的是

大家的众志成城； 现在要靠科技进步，

所以当他看到 ‘歼 10’的时候 ，别提多

激动了， 一个劲地鼓励我好好学习，毕

业后为国防科技作贡献。 ”

亲历过去的五年： 从长
辈追求的物质丰裕转向追求
精神的满足

如果说 40 年前的改革开放让中国

社会找到了新的生机， 实现了更快发

展，那么过去五年中，这些年轻人更多

感受到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物质文明

与生态文明齐飞，他们的生活也从长辈

追求的物质丰裕转向追求精神的满足。

“如果不是这次作业，我大概对自

己经历的变化还处在懵懂之中。 ”致远

学院本科生陈冲告诉记者，他的家乡余

姚近五年来的发展步伐越来越快。回家

整理照片时他发现，不论是整个余姚市

区，还是他所居住的社区，这五年来，增

加的最多的是书城、博物馆和各种运动

场所。 “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注重精神生

活和身体健康。一座座书城和博物馆的

建成，丰富了人们的精神世界，健身中

心满足了与日俱增的健康需求，越织越

密的高铁线路让人们出行更方便，各种

广场、 购物中心让人们的生活更便利，

也更多彩！ ”

船舶海洋与建筑工程学院彭云强

的家乡在湖北荆州农村， 父亲告诉他，

这些年， 家乡的环境越来越美。 “我

父亲这一辈曾看着一片片森林倒下 ，

一块块田地上笼罩着秸秆燃烧的浓浓

白烟， 而我小时候先是跟着父亲去灌

煤气， 后来去交天然气费， 再后来家

乡建起了沼气池。 总书记说 ‘绿水青

山就是金山银山’， 家乡政府相继出台

了砍伐树木的限令和秸秆露天燃烧的

禁令， 浓浓白烟从此淡出了乡亲们的

视线。”

马克思主义学院青年教授杨卫华

说， 收到这么多感人的作业， 有些意

外。 “这次活动让我们发现， 原来学生

的内心丰富多彩， 并非我们想象中的抬

头率不高、 活在自我中。 他们不仅是学

生， 更是来自一个个家庭有着丰富生活

经历的孩子。”

■本报记者 姜澎

致远学院的刘清扬同学请来了自己的爷爷， 现场讲述他参加抗美援朝的亲

身经历和对改革开放 40 年巨变的感悟。 本报记者 袁婧摄

戴伟教授走到台下与小营员互动， 场面热烈。 本报记者 袁婧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