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王嘉旖

全国首个婴幼儿照护服务研修基地落沪
本报讯 （记者王星） 由国家卫健

委授予的全国首个 “婴幼儿照护服务研

修基地” 昨天落户上海中福会托儿所。

未来， 中福会托儿所将在托育人员培训

课程开发、 家庭科学教养指导、 不同模

式的婴幼儿照护服务机构课程设置与实

践等方面， 向全国提供经验示范和可推

广模式。

中国福利会托儿所由新中国缔造者

之一、 国家名誉主席、 中国福利会创始

人宋庆龄于 1950 年创办,是新中国第一

家寄宿制托儿所， 上海市首家示范性托

儿所。 经过多年探索， 中福会托儿所在

0-3 岁婴幼儿托育服务领域积累了丰富

的可复制、 可推广经验， 并参与制订了

国家 《3 岁以下婴幼儿托育服务机构管

理办法》。

“婴幼儿期是人生的起始阶段，婴

幼儿教育不仅关系到千家万户， 更加关

系到国家和民族的未来。 希望通过科学

严谨的调查、 专业细致的师资培训以及

广泛深入的资源共享， 不断提升我国早

期教养的质量。”中国福利会托儿所所长

方玥表示，未来，将以婴幼儿与家长的需

求为原点， 发挥早教中心专业的引领作

用，加深与各类社会力量的合作，构建多

方参与的低龄教养共同体，为“最柔软的

群体” 提供 “最温柔的呵护”。

昨天下午， 婴幼儿科学育儿高峰论

坛暨中福会托儿所成立 70 周年纪念活

动在中福会少年宫举行。 十二届全国政

协副主席、 中国福利会主席王家瑞， 上

海市副市长宗明， 上海市政协副主席李

逸平出席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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淞沪路—三门路下立交工程东线贯通
预计年内主体结构将全线贯通，大幅提升五角场地区路网通行能力

随着 “创新杨浦号” 矩形顶管机

机头抵达接收井， 昨天凌晨 2 时许，

淞沪路—三门路下立交工程东线实现

贯通， 预计年内工程主体结构将实现

全线贯通。

淞沪路—三门路下立交工程位于

上海北部江湾五角场地区， 南起淞沪

路政民路， 北至闸殷路民府路， 是杨

浦区自主立项、 自主管理、 自主投资

的重大市政工程项目。 建成后的隧道

采用双层 Y 字型下立交型式 ， 其中

上层为主线， 自淞沪路上跨匝道和轨

道交通 10 号线后转入闸殷路； 下层

设置一对匝道， 于政立路以北从主线

两侧分出， 下穿主线后迅速汇合至民

府路接地。 工程建成后， 将从空间上

分离该区域 “到发” 和 “过路” 两类

交通需求， 大幅提升五角场地区的路

网通行能力。

在轨交10号线上“弹钢琴”

淞沪路—三门路下立交主体结构

沿淞沪路走向， 全线与轨交 10 号线

运营线路有约 1 公里的平行路段， 最

近的间隔仅 1.5 米， 开挖过程中甚至

可以听到地铁运行的声音。

为减少施工对轨交运行造成影

响， 施工人员采用了 “跳仓法” 的施

工工艺。 隧道股份集团技术管理人员

徐海江解释： “在开挖过程中， 我们

把上跨段分成 6 个基坑依次间隔开

挖， 做好一段就回填一个基坑， 然后

再跳过相邻的基坑进行开挖、 浇筑、

回填施工， 就像 ‘弹钢琴’ 一样跳跃

交错地弹奏， 让地铁受到的影响始终

处于可控范围。”

工程的另一大难点是下穿合流污

水箱涵。 位于工程上方的这一段污水

箱涵， 是上海市区污水排放的主要干

管， 迄今已运行逾 26 年。 由于建设年

代久远 ， 施工过程中的保护难度非常

大。 经过多方论证， 施工方最后决定放

弃大开挖的方式， 采用顶管施工技术下

穿该合流污水箱涵。 在制定完善施工方

案、 应急预案、 监测方案的基础上， 工

作人员在施工中还运用自动化监测系

统， 实时对合流污水箱涵进行动态监测

与分析， 全程确保安全施工。

量身定制“创新杨浦号”

此次建设方还为工程量身打造了目

前国内最先进的矩形顶管机， 并命名为

“创新杨浦号”。 “创新杨浦号” 顶管机

由一个圆形大刀盘加上 4 个偏心刀盘组

成 ， 在掘进过程中开挖出一个尺寸为

9.83 米×6.33 米的类矩形空间， 以供留

守在始发井的主顶装置将管节依次顶

入， 形成隧道。

为何将隧道设计为类矩形？ 顶管施

工技术负责人朱健解释说， “顶管工程

东线、 西线设计为各两根车道， 如果使

用圆形盾构， 开挖出两根车道的空间，

起码需要一台直径为 10 米的大型盾构，

如果取中间做车道， 隧道内上下三米左

右的空间将被浪费， 而且开挖空间越

大， 管线搬迁工作量也越大， 所以我

们特地打造了 ‘创新杨浦号’， 它所

开挖的空间正好满足了工程需求 ”。

此外， “创新杨浦号” 矩形顶管机也

集结了诸多硬核科技， 比如采用了全

新的自动化注浆系统， 通过改良注浆

配比， 让土体更加坚固； 自主研发了

顶管通道的止退系统， 确保放入其中

的每一节顶管纹丝不动。

下一步， “创新杨浦号” 机头将

被拆下， 运回始发井， 经重新组装、

安装调试后， 沿西线线路再次挺进。

■本报记者 邵 珍

■ 通讯员 杨晓梅

对标“杰克逊实验室”，大科学孕育大产业
1.5 万元一只，上海创新基因标签小鼠供不应求

一只实验小鼠 1.5 万元， 价格算不

算高 ？ 在中国科学院分子细胞科学卓

越创新中心 ， 基因组标签计划 （GTP）

研发中心的在线订购网站上 ， 定制实

验小鼠的订单正从国内外实验室不断

“飞” 来。

对科学家而言， 这里生产的实验小

鼠很特别， 其价值可能根本无法用金钱

来衡量———利用上海科学家独家发明的

“基因组标签 ” 技术体系， 中心几乎能

生产出带有任何基因标签的小鼠， 而传

统技术对约一半的基因无能为力。 这相

当于将蛋白质研究从 “半域” 拓展到了

“全域”。

三年前， 上海以这项技术为核心，

开始酝酿国际大科学计划 “基因组标签

计划”（GTP 计划）。 今年， 它已被列为

上海市市级重大科技专项候选项目。 尽

管这项由中国发起的国际大科学计划还

在孕育之中， 却已显现出新一代模式生

物产业的强劲潜力。

创新独门秘笈，开启蛋白
质研究“无禁区”时代

给与人体生命活动息息相关的 2.2

万种蛋白质贴上“二维码”标签，像跟踪

快递包裹一样观察它们在体内的活动。

就在数年前， 这在生命科学领域还是个

不可思议的想法。

研究蛋白质，必须要有“稳住”它的

相应抗体，抗体制备不仅昂贵繁琐、质量

不稳定， 而且约有一半蛋白质制备不出

相应抗体。 这就相当于有一半的蛋白质

成为科研“禁区”。

能否用一种抗体识别出所有蛋白

质，从而打破蛋白质研究的“禁区”？中科

院分子细胞科学卓越创新中心研究员李

劲松利用他独家建立起来的 “人造精子

细胞”技术，于 2017 年 5 月提出了“基因

组标签”的设想———在十年内，投入十亿

元，研发出 2.2 万种蛋白质的标签细胞、

5000 种标签小鼠。 这将在全球开启蛋白

质研究的新时代。

过去三年，在卓越中心、上海市科委

的经费支持下，GTP 中心已初具规模。目

前，中心已完成了 900 多个基因标签，培

育出 230 多种模式小鼠， 已出库 155 个

品系。

值得一提的是， 这些成果并非自娱

自乐， 所有标签小鼠和品系几乎全部根

据科研人员的需求而定制， 目前已助力

课题组发表 SCI 论文 17 篇，累计影响因

子超过 284。

到今年年底，中心将为 2000 多个基

因打上标签———完成 10%的基因标签，

为酝酿中的大科学计划初步滚起一个

“小雪球”。

海内外订单应接不暇 ，

“回头客”越来越多

走进 GTP 中心 200 多平方米的实

验室 ，流式细胞仪 、离心机 、蛋白质分

层设备、超低温冰箱等各种设备摆放得

满满当当，打上了基因标签的细胞整整

存满了六七个液氮罐 。 不到一年的工

夫 ，2000 只基因标签小鼠的笼位也已

“满员”。

GTP 中心科研“大管家 ”、卓越中心

副研究员蒋婧掰着手指头 ， 对记者细

数近期实验室扩容的大事：今年新招的

三四名实验员已开始正式上岗，小鼠生

产速度有望翻番；有半个楼层的新实验

室正在装修，过几个月就能投入使用 ，

届时还会采购更多设备 ， 还能再招些

人……

就在去年， 中心实验室还只有四名

实验员。 自从去年 GTP 中心推出了基因

标签小鼠的在线订购网站， 接到的订单

日渐增多， 四名实验员连轴转也来不及

完成。蒋婧负责所有订单对接，她发现一

个明显的趋势： 反复前来订购的 “回头

客”越来越多。

中国科学院院士、 山东大学生殖医

学研究中心教授陈子江团队想要研究一

类基因，因为缺乏抗体，体内功能一直无

法确定。 去年，她抱着试试看的心情，向

GTP 中心定制了两只标签小鼠。没想到，

利用这两只小鼠，她顺利完成了实验，论

文发表在影响因子超过 10 分的学术期

刊上。 此后，她就成了 GTP 中心的 VIP

客户， 一年里又陆续订购了十几只标签

小鼠。

据统计，中心开放小鼠订购一年间，

已有 79 个研究团队 、28 家科研机构成

为其用户，其中不乏来自海外的订单。

勾勒大科学与大产业携
手上升的“双螺旋曲线”

新冠肺炎疫情全球蔓延， 对于生命

科学家而言， 实验小鼠等模式生物一旦

断供，则意味着科研停摆。

美国杰克逊实验室是全球实验鼠的

最大供应商，其关键之一就是拥有稳定品

系的基因编辑小鼠。 事实上，以 GTP的技

术优势，完全有可能发展成类似的供应平

台和新一代模式生物产业。 同时，这一技

术还能构建复杂的疾病模型，比如同时修

饰三四个基因， 这是传统方式极难获得

的，而且蛋白质标签还能做成荧光的、可

视的。 若能以发起国际大科学计划为契

机 ，发展起 “中国的杰克逊实验室 ”，将

助推中国生命科学研究的自主创新。

曾在生物医药公司任职的蒋婧已经

在脑海中勾画 GTP 中心未来的一种可

能发展路径：通过建立实验鼠供应平台，

发展起中心的“自我造血”能力，使平台

迅速壮大， 为国际大科学计划带来更多

助推力。 当打上标签的蛋白质种类达到

一定数量， 就可以对整个蛋白质家族进

行系统研究， 还可以在生命体中追踪其

行为差异。这对于蛋白质研究的深入，将

是一股不可估量的推力。目前，蒋婧正在

“小试牛刀”，对一个拥有 40 多个成员的

蛋白质家族进行研究。

站在生命科学发展的 “世纪风口”，

GTP项目或将在上海走出一条大科学与大

产业相互促进、携手上升的“双螺旋曲线”。

■本报首席记者 许琦敏

“创新杨浦号”顶管机开挖出一个类矩形空间，以供留守在始发井的主顶装置将管节依次顶入，形成隧道。 （杨浦区供图）

上海旧改基地觅“后浪”

吸引数百位高校应届毕业生应聘
（上接第一版 ） 大学生展现的专业 、

活力和亲和力， 也让居民们改变了对

传统动拆迁经办人的印象， 赢得了居

民的信任。

“征收工作就是做群众工作， 刚

刚走出校门的大学生， 有自身独特的

优势 。 招收大学生进入征收队伍以

来， 积累了非常好的经验， 大学生也

能够很好地融入团队， 在这个特殊岗

位发挥积极作用， 实现自己的梦想。

在今年特殊时期增加就业岗位， 也是

企业应该承担的社会责任。” 戴金梁

告诉记者。

在旧改 “换挡提速” 过程中， 迫

切需要充实人才队伍 、 输入新鲜血

液， 这无疑为大学生们提供了施展才

华的广阔空间。

面试“相中”当场录用，

“这是获得感与责任感兼具
的工作”

让张国樑倍感欣喜的是， 首批来

面试的 30 余名大学生中， 有 16 位硕

士毕业生， 十多位党员， 许多同学都

有社区工作实践的经验， 表达了投身

旧改事业的强烈意愿。 现场， 有好几

位被一眼相中， 当场录用。

“我们的工作很辛苦，你了解吗？”

记者留意到， 几乎每一位大学生面试

时，张国樑都以这样的提问开场。

“吃苦耐劳是年轻人的必修课。

旧改征收工作直面基层一线， 可以快

速提升经验值， 同时帮助老旧城区居

民改善生活质量， 这是一份获得感与

责任感兼具的工作。” 华东政法大学

刑事法学院应届毕业生小林手握 4 份

录取通知， 其中不乏大厂邀约这类让

人羡慕的职位， 当被问及为何报名征

收业务岗时， 他这样说道。

小林表示， 他曾在课堂上学过不

少征收案例 ， 对于拆解 “天下第一

难”， 是挑战更是兴趣所在。 “疫情

期间我在老家做了好几个月防疫志愿

者， 我所在的社区多是老年居民， 从

一开始的不信任， 到后来他们把我当

作自家晚辈， 这段经历让我意识到基

层经验值对初出校门的大学生而言尤

为可贵。” 他说， 这份工作在学以致

用的同时， 公司提供编制， 宿舍、 员

工餐等福利待遇， 也大大减轻了应届

生在上海的生活压力。

“与基层越接近的岗位越能锻炼

人。” 华东政法大学国际经贸法专业

硕士毕业生小罗 ， 和小林持同样的

观点 。 此前的公务员面试一度让缺

乏基层经验的她手足无措 ， 因此当

听到张老师的 “云宣讲 ” 时 “眼前

一亮”， “除了突破语言关， 我还要

多学习和陌生人打交道 ， 锻炼一颗

强大的心。” 这位长相清秀的姑娘一

边在手机上下载上海话 App， 一边

对记者说。

复旦大学俄语系本科毕业生小徐

和东华大学法学本科毕业生小陆是高

中同学， 此次相约前来 “尝试更多可

能性”。 作为上海籍女生， 面对疫情

下的就业季 ， 她们坦言 ： 压力比外

地同学们小一些 ， 但连续几个月来

海投简历 、 等待面试的过程也令人

无奈 ， 选择具有挑战的旧改征收工

作作为职业起点， 也得到了家长、 老

师的支持。

前来应聘的大学生们对上海这座

城市都有着美好的憧憬， 在就业问题

上也有一个共同的想法： 与其等待观

望， 不如先就业再择业。 不少同学都

表示， 将目光投向旧区改造征收工作

等相对艰苦的一线岗位， 都做好了心

理准备———“越是基层、 越是一线岗

位， 越能锻炼人， 越有成就感”。

劳模工作室 “带教 ”，

“把最难的做成最好的”

“我今年已经 65 岁， 但我带新

人很有一套 ， 我会带你们一起上前

线 ， 与你们一起战斗 ， 我们一起把

最难的做成最好的。” 张国樑毫不掩

饰对大学生的喜爱， “希望你们后浪

波涛汹涌地过来， 参与我们的旧区改

造！”

黄浦一征所招聘应届毕业生， 专

业不限 ， 唯一的门槛是———能基本

听得懂上海话 。 张国樑对此表示 ，

征收工作主要是跟老城厢居民打交

道 ， 很多老人只会说上海话 ， 因此

工作人员要能听得懂 ， 才能做好群

众工作。

当上大学生征收员， 有哪些职业

发展前景 ？ “大学生在这里熬一两

年， 能学到三样本领： 交流能力、 处

置能力、 判断能力， 学会这些走到哪

里都不怕。” 张国樑自信地告诉记者，

他将大学生们两两搭档组合， 每组负

责 40 户居民的征收工作， 公司业绩

前三名基本被这些 “新新组合 ” 包

揽。

这里还有 “花式” 职业技能培训

和提升———去年， 张国樑房屋征收工

作室被市总工会授予第九批 “上海市

劳模创新工作室” 称号， 这间工作室

对所有人开放 ， 也成为年轻人成长

的摇篮 。 “怎样解决签约不搬的问

题 ”“缩短签约期 ” 等创新课题皆诞

生于此 ， 年轻人们自行研究讨论 、

制定方案计划 ， 每场课题会不仅是

“头脑风暴”， 也是实打实的演练和本

领提升。

“旧改征收工作 ， 是最大的民

生； ‘保就业’ 是 ‘六保’ 中最重要

的一个方面。” 戴金梁表示， 从今年

开始， 永业集团每年都要向高校招收

大批量的大学生， 这项民生工程也是

集聚人才、 培养人才、 发现人才， 打

造人才梯队的一个非常好的平台。

应届生甘当社工，“小巷总理”迎来新搭档
沪上大大小小居民区的 “小巷总

理” 们最近笑开了花。 曾经不被人理

解的社区工作今年迎来越来越多年轻

大学生报考。 以最近刚举行完社区工

作者笔试考试的静安区为例 ， 一共

56 个面向应届毕业生的专项岗位吸

引来了 357 名大学生报考， 考录比近

6∶1。 在这些报考生源中 ， 不乏青年

党员、 博士等优秀应届毕业生。

其实在过去， 缺乏社会历练的大

学生并非 “老法师” 们心里的首选。

各区相关部门几乎从不为应届毕业生

设立专项社区工作者招聘岗位。

然而 ， 随着智能系统在社区的

落地普及 ， 老书记们敏锐地感知到

了新的需求 。 “我们这里也需要年

轻人喽！” 懂电脑、 学习能力强的大学

生们正越来越成为居民区书记们偏爱

的新搭档。

社区释放更多社工岗
位，有底气“留住人”

近两周周末， 社区工作者招聘正渐

入佳境， 各区纷纷启动社区工作者岗位

笔试， 并计划于本月底进行面试。 根据

此前安排， 由市民政局、 市人力资源社

会保障局 、 市教委联合举办的 “2020

年上海社区工作者高校专项招聘” 将招

聘约 1000 名应届高校毕业生， 充实到

街镇、 居民区的服务或管理岗位。

在原计划招录 51 名高校应届毕业

生的基础上， 静安区又扩增至 56名。 如

此大规模地向大学生开放专项社区工作

者岗位， 对静安区而言并不多见。 “以

往我们招聘大多是不限工作经验， 并不

会专门向应届毕业生开放。” 静安区人力

资源社会保障局社工科科长罗乃风告诉

记者。

在过往的实践中， 大学生群体从来

不是 “小巷总理” 们偏爱的招录对象。

社区工作者与技术性更强的工种不同，

刚刚毕业的大学生缺乏丰富的社会经

验 ， 并不能立刻 “上手 ”。 另一方面 ，

人手紧张的社区也缺少资源来培训储备

人才。 甚至， 由于岗位待遇不佳， 还会

常常出现刚刚培育成熟的社工转眼就跳

槽的情况。 不过， 近几年， 随着岗位薪

酬待遇的稳步提升， 体检、 疗休养等福

利制度的渐渐完善， 社区也渐渐能 “留

住人” 了。 有底气专门面向大学生释放

如此多社工岗位的社区， 也变得越来越

自信。

做社工不是“临时起意”，

而是深思熟虑下的择业

人们常说的社工， 一类是指社区工

作者， 没有职业资格门槛， 入行无需考

证，根据用人单位需求招聘入职；另一类

则有一定准入条件， 即拥有职业资格的

社会工作专业人士。 据了解，在实践中，

拿到社工资质的人还会有另一个事业选

择———社会组织。

如果将居委会工作人员比作“全科医

生”， 那么在社会组织中的工作者就更像

“专科医生”。认知症老人照护、特殊教育、

社区矫正、戒毒……每一个生存期超过三

年的社会组织必定有一项过人之处。

今年刚从杉达学院韩语专业毕业的

徐瑶逸， 在参加过一次大规模的社会组织

在线招聘会后， 决定与徐汇区星雨儿童康

健院签约。从外语专业到特殊教育，此次跨

界之选的背后，其实是双方的深思熟虑。

“我觉得社会才是最大的课堂， 我希

望尽快出来丰富自己的社会经验。” 徐瑶

逸不盲从同龄人的选择 ， 压根就没想过

“升学” 的事。 在职业选择上， 她也有自

己的清晰规划———教育行业。 浏览完一圈

社会组织后， 她只投递出了两份简历， 统

统与特殊教育行业相关。

作为用人单位， 已在特殊教育领域深

耕细作 18 年的徐汇区星雨儿童康健院曾

经更偏好 “专业选手”。 负责人蒋俐敏对

比过， 如果是特殊教育专业的大学生， 只

需要一个月便可 “上手”， 但非相关专业

的学生却需要培养大半年。

虽然想法很美好， 但蒋俐敏面对的现

实是， 沪上设立特殊教育专业的高校

并不多。 即便有， 也大多采取定向培

养的方式， 学生毕业后能真正流向社

会组织入职的非常少。 随着星雨儿童

康健院的服务触角渐渐向社区延伸，

蒋俐敏在招人上的心态也发生了变化。

“我们也需要招聘一些其他专业的学

生来开拓思维”， 蒋俐敏说， 虽然专

业的限制逐渐放开， 但她仍有自己的

坚持———这份面向孩子的工作需要

“心性单纯”。 对教育事业十分执着的

徐瑶逸因此和蒋俐敏一拍即合。

在徐瑶逸看来， 社工这份职业为

她的未来打开了更多可能性。 对越来

越多的年轻人来说， 社工岗位不再是

“过渡期” 的就业选择， 更多大学生

以认真严谨的态度投身于此， 也希望

将社工工作作为终身职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