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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 示
根据上海市新闻出版局 《关于开展 2020 年度新闻记

者证核验工作的通知》 （沪新出 [2021] 3 号） 的有关要

求， 我单位已对换发记者证人员的资格进行严格审核， 现

将我单位通过核验人员名单进行公示。 本市新闻记者证管

理违规情况的投诉、 举报电话： 64339117。

拟换发记者证人员名单 （按姓氏笔划排序）：

于 颖 朱国秋 何连弟 周怡倩 徐晶卉

卫 中 任 荃 谷 苗 周俊羽 徐德祥

马美菱 任思蕴 汪荔诚 周敏娴 徐璐明

王 星 庄怀青 沈 雷 郑逸文 高 寒

王 胜 刘 畅 沈在群 单 莹 郭超豪

王 彦 刘 迪 沈竹士 单颖文 唐玮婕

王 勇 刘力源 沈湫莎 赵 松 唐闻佳

王 翔 刘洪亮 宋 琤 赵 涛 黄启哲

王 鹏 江胜信 张 松 赵子顺 曹利华

王 蔚 许 旸 张 挺 赵立荣 章华龙

王欣之 许琦敏 张 勇 赵忠奇 梁 炀

王柏玲 孙 华 张 裕 赵征南 董立斌

王秋童 孙长栋 张 鹏 赵海博 蒋 萍

王蓓华 孙昌洪 张 懿 郝梦夷 蒋竹云

王筱丽 孙欣祺 张怡波 胡培炯 蒋楚婷

王嘉旖 苏 展 张晓鸣 柳 青 韩 宏

王耀东 李 扬 张峻榕 施 薇 覃远东

牛 震 李 征 陆正明 姜 方 储舒婷

卢 山 李 念 陆纾文 姜 澎 童薇菁

孔 韬 李 洁 陆益峰 宣 晶 温 潇

毛依栋 李 婷 陈 龙 祝 越 谢 娟

宁 林 李 斌 陈 晨 敖 军 谢佳君

叶辰亮 李纯一 陈海翔 袁 婧 谢笑添

叶松亭 李晨琰 陈韶旭 袁 博 靳 玮

史博臻 杨 阳 邵 岭 袁琭璐 缪克构

付鑫鑫 杨 健 邵 珍 贾泽驰 樊丽萍

丛云峰 杨 燕 邵大卫 夏晓阳 潘志兴

冯晓瑜 杨逸淇 苑云天 顾 军 薛伟平

戎 兵 杨翼然 范 兵 顾一琼 薄小波

邢晓芳 吴东昆 范 昕 钱忠军

朱 宁 吴雨伦 范 菁 钱家跃

朱 伟 吴泽斌 金久超 倪国和

朱自奋 何 易 周 渊 徐雪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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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榜挂帅”，让每个敢于创新的人都了不起
张 懿

明者因时而变， 知者随事而制。

“十四五” 规划和 2035 年远景目标纲

要在强调 “坚持创新在我国现代化建

设全局中的核心地位， 把科技自立自

强作为国家发展的战略支撑 ” 的同

时， 提出推进科技体制改革， 特别是

实行 “揭榜挂帅” 制度， 以给予科研

单位和科研人员更多自主权。 在五年

规划中写入 “揭榜挂帅”， 这还是历史

上第一次。

“揭榜挂帅”，听起来就有一股“聚天

下英才”的豪气。它可以被看作是向科技

工作者发出的一声动员令、一张英雄帖、

一纸军令状， 而国家希望激励大家去攀

登、去跨越、去攻克的，是事关未来发展

和长治久安的重大科学问题和关键核心

技术。当前，新一轮科技产业革命风起云

涌，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国家要

想进一步发展，必须坚持依靠科技创新。

而随着我国综合国力的提升， 一方面在

越来越多科技领域，我们正从“跟跑”进

阶到“并跑”和“领跑”，会越来越多地踏

进“无人区”，势必要更多依靠我们自身

力量蹚出一条前进的路。而另一方面，当

前世界上逆全球化暗流汹涌， 封闭、保

护、对抗因素时有抬头，在阻碍国际科技

合作的同时， 也在倒逼我们必须更加强

调科技自立自强。因此，“十四五”时期撒

向华夏大地的“科技英雄帖”，可能是历

史上最激动人心、 同时也是最具有挑战

性的。

“揭榜挂帅”的另一面，是一份“英雄

不问出处”的坦荡与豁达。 可以说，强调

“揭榜挂帅”的言外之意，就是“谁行谁就

上”———选拔人才、特别是帅才时，“揭榜

挂帅”将秉持不惟出身、不惟学历、不惟

背景的原则，不管是寂寂无名、还是功成

名就，只要有能力、有绝活，可以在关键

领域、 关键环节推动学科和技术向前突

破，那么未来五年就是你成就一番事业、

实现自身价值的最好时机。

事实上 ，强调 “揭榜挂帅 ”，某种意义

上， 也是习近平总书记以人民为中心的发

展思想在科技创新领域的生动实践。 英雄

藏于市井，历史由人民创造。面对前所未有

的挑战和机遇，国家要大踏步前进、实现民

族伟大复兴，最大的底气是亿万人民，最深

厚的动力蕴藏在人民之中。为了将创新真正

摆在现代化建设全局的核心地位，我们需要

放手改革、打破常规，让所有人都能得到成

功的机会。只有不拘一格、唯才是举，才能汇

聚起全社会各类人才的聪明才智，让创新创

造活力在中华大地全面迸发。

今年的新年贺词中， 习近平总书

记那句“每个人都了不起！ ”，感动和鼓

舞了亿万人民。正如我们在抗疫斗争中

所感悟的那个朴素真理： 平凡铸就伟

大， 英雄来自人民。 在新的历史起点

上，在科技创新的新征程中，一定会涌

现出无数的平凡英雄。 让我们一起期

待未来有更多英才能够成功 “揭榜挂

帅”，也让我们一起去努力成为这样“了

不起的英雄”。

超级大乐透? 21027 期公告
中奖号码：

09+21+22+26+30 04+12

一等奖 10 7998232 元

一等奖（追加） 1 6398585 元

二等奖 179 65296 元

二等奖（追加） 49 52236 元

三等奖 379 10000 元

四等奖 1360 3000 元

一等奖基金积累数： 1137674691.74 元

排列 5 ? 21062 期公告
中奖号码： 4 4 6 8 6

每注奖金 100000 元

排列 3 ? 21062 期公告
中奖号码： 4 4 6

直选每注奖金 1040 元
组选 3 每注奖金 346 元
组选 6 每注奖金 173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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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求“高价值”发明专利意味着什么
三字之差折射“十四五”创新导向之变

“每万人口高价值发明专利拥有量”

取代过去用以衡量城市创新实力的 “每万

人口发明专利拥有量”， “十四五” 时期

上海的一个指标细微变化引起广泛关注，

虽只增加了三个字， 其背后折射出的导向

之变意义重大。 到 2025 年， 上海规划每

万人口高价值发明专利拥有量将达到 30

件左右。 据透露 ， 2020 年上海这一指标

的水平在 20 件上下。 也就是说， 五年之

后要比现在增加 50%。

从 20 到 30， 五年时间， 上海将如何

实现高价值发明专利的跨越？ 记者就此采

访了知识产权领域的专家学者。

“高价值”有多个维度，
“用得上”是关键指标

按照我国的专利法， 专利分为发明专

利、 实用新型专利和外观设计专利， 其中

发明专利的含金量最高。 发明专利也是衡

量一个地区创新水平的重要指标。 去年，

上海每万人口发明专利拥有量达 60.2 件，

连续 15 年保持增长。

“顾名思义， 高价值发明专利是在发

明专利的池子里又加了一道 ‘门槛’， 让

发明专利中技术含量更高、 创新性更强、

更被市场认可的那部分凸显出来。” 同济大

学上海国际知识产权学院院长单晓光说。

什么样的专利才符合高价值的标准？ 业

内有一些约定俗成的评判标准。 比如， 经国

家知识产权局授权且在有效期内的战略性新

兴领域的发明专利 ， 或在海外有同族专利

权、 维持年限超过 10 年、 有许可他人实施

收益或实现质押融资的发明专利， 以及获得

国家科学技术奖、 中国专利奖的发明专利。

一般来说， 符合以上一条标准即可认为是高

价值发明专利。

在市知识产权局副局长章永忠看来， 想

要被认定为高价值发明专利， 一个关键指标

是 “有用”。 比如， 维持一项专利， 企业需

要缴纳一定的专利维护费， 如果企业愿意持

续为一项专利 “埋单”， 即证明此专利是能

真正创造价值的； 又比如， 专利质押融资是

近年来兴起的一种专利有效变现途径， 因此

一项能进行质押融资的专利， 也被认为是具

有高价值的。

去除“专利泡沫”，逐步取
消专利授权资助

自 2011 年起， 我国专利申请量一直位

居世界第一。 其中， 真正体现技术含金量的

发明专利不到总量的 1/3。 实用新型和外观

设计专利居多， 实现转化运用产生较大经济

效益的专利较少， 尽管申请数量第一， 但我

国只是专利大国而非强国。

为引导专利申请向更有含金量的发明专

利 “靠拢”， 上海于 2018 年就修订了 《专利

资助办法 》， 重点改善专利申请 “量大不

优”、 专利运用能力较低、 国内专利资助范

围广而对企业进行海外专利布局扶持力度不

足等问题， 加大对高质量专利、 PCT 国际专

利申请和国外授权专利的支持力度， 引导市

场创新主体提高专利质量、 加强专利转化运

用， 进一步强化促进高质量专利产出的政策

导向 。 未来 ， 这一资助政策将进一步 “收

紧”。 章永忠透露， 国家知识产权局已经明

确， 到 2025 年全面取消专利授权资助， 在

此之前， 上海将率先逐步调低资助比例， 让

这一政策平稳落地。 今年， 上海将根据国家

知识产权局的要求， 完成新一轮扶持政策的

修订工作。

“取消授权资助， 会进一步去除 ‘专利

泡沫’， 让知识产权回归本质， 但对真正有

创新意愿和实力的企业来说， 并不会产生影

响。” 单晓光分析说， 目前， 上海一件维持

三年以上的发明专利能申领到的资助金额在

4000 元左右， 而一件高价值专利转让或许

可的金额可达到几十万、 几百万甚至更多。

也就是说， 一件专利如果能真正用起来， 其

产生的收益远远大于通过补贴获得的钱， 而

这恰恰体现了创新驱动的应有之义。

设立专项计划，从源头
产生高价值发明专利

增加了 “高价值” 这一限定条件之后

的指标， 更能体现一座城市的创新策源功

能 ， 折射着 “质量 、 结构和效益导向 ”，

实现起来也更具挑战。

据透露， 市知识产权局将设立多个专

项计划， 鼓励企业进行专利质押融资和运

用、 引导企业申请PCT专利等， 进一步将

“专利存量” 转化为高价值发明专利。

转化存量的同时更要做大增量。 单晓

光表示， 从本质上来说， “高价值” 考验

的是专利申请主体单位的创新能力， 只有

重视创新能力的培育， 才能从源头产生一

批高价值发明专利。 事实上， “十四五”

时期上海提出了两项与科技创新相关的指

标： 除了 “每万人口高价值发明专利拥有

量”， 还有 “全社会研发经费 （R&D） 支

出相当于全市生产总值 （GDP） 的比例”，

这两项分别对应的是创新的 “产出端” 和

“投入端”。 2020 年， 上海 R&D 支出相当

于全市 GDP 的比例为 4.1%， 与全球其他

国家对比 ， 已位居前列 。 “十四五 ” 时

期， 2025 年这项指标要达到 4.5%， 几乎

是欧盟国家目前均值的两倍， 前端高强度

投入、 强化源头创新的导向十分明显。

■本报首席记者 许琦敏

上海85后女科学家何以登上《自然》
组建实验室仅三年多，解开植物免疫领域长期待解的科学谜团

回国组建实验室仅三年多， 带领一支平

均年龄只有 26 岁的年轻科研团队在植物免

疫学领域取得重要进展———11 日凌晨 ， 85

后上海女科学家、 中国科学院分子植物科学

卓越创新中心研究员辛秀芳及其团队登上国

际顶尖学术期刊 《自然 》 杂志 。 这篇题为

“NLR 蛋白介导的植物免疫需要模式识别受

体” 的论文， 解决了植物免疫领域一个长期

待解的科学谜团， 为培育优良持久抗病的农

作物提供了新思路。

谈及自己科研生涯的快速 “起跑”， 辛

秀芳说， 这背后离不开上海自由宽松的学术

氛围和对年轻科学家的信任与支持。 尤其难

得的是， 得益于中国科学院分子植物科学卓

越创新中心国际化的科研环境， 通过良好沟

通， 此次团队论文与国际同行的相关成果在

同一期 《自然 》 杂志上 “背靠背 ” 发表 ，

“如果一味抢先， 可能会变成恶性竞争， 现

在则成了学术上的一次良性互动”。

打破惯性思维，建立植物
免疫新架构

植物在与病原微生物的长期博弈中， 进

化出了两层免疫系统： 第一层免疫系统被称

为 PTI， 当病原微生物入侵植物时， 细胞膜

表面的受体蛋白会识别出病原菌所携带的一

些分子， 从而激活 PTI。 作为对策， 成功入

侵的病原菌会向植物细胞分泌一类毒性蛋白

来对抗 PTI， 以便于自己侵染植物 。 此时 ，

植物会通过细胞内另一类受体蛋白感知某些

毒性蛋白， 触发植物的第二层免疫系统———

ETI， 激活更强的免疫行动来抵抗病原菌的

攻击。

长期以来， 绝大多数实验室都是对两个

系统分别进行研究。 它们会否协同作战， 成

了一个待解的巨大谜团。

2017 年完成博士后研究回国 ， 辛秀芳

来到上海， 在中国科学院分子植物科学卓越

创新中心组建起自己的实验室。 在一次实验

中， PTI 免疫缺失的植物引起了研究组的注

意———它的 ETI 免疫功能也变得低下。

“这两者之间有关联吗？” 辛秀芳带领

年轻团队一路追寻下去。 他们发现， ETI 可

以 促 使 植 物 产 生 大 量 的 活 性 氧 产 生 酶

RBOHD， 而 PTI 则负责将这种酶激活 ， 从

而产生大量活性氧， “这就好比 ETI 负责生

产大批炸弹， 而 PTI 负责点燃炸弹”。

有趣的是， 研究组还发现， ETI 还能够

给 PTI “加油鼓劲 ”， 通过增强 PTI 核心蛋

白组分表达， 从而诱导 PTI 更加持久的免疫

输出。 近年来， 全球气候变化， 农作物病害

频发， 给全球粮食安全带来了严重影响。 该

发现不仅揭开了植物不同免疫系统间的亲密

关系， 建立了新的植物免疫系统架构模型，

而且为后续培养优良持久抗病农作物品种提

供了新思路。

摒弃急功近利，与国际同
行良性互动

仅用三年多， 就在 《自然》 杂志上发表

文章， 辛秀芳科研生涯的 “起跑” 可谓速度

超群。 她说， 当初将中科院分子植物卓越中

心作为科研起步的第一选择， 看中的是这里

完善的研究平台， 以及自由宽松且国际化的

学术氛围。

辛秀芳应聘的中科院—英国约翰·英纳

斯中心， 是分子植物卓越中心与英国联合成

立的国际化学术机构， 采用五年一次的国际

化评估。 中心没有给年轻科学家压任何 “短

平快” 的成果指标， 他们可以用五年时间埋

头打磨实验室， 潜心探索重要科学问题。

中科院分子植物卓越中心副主任王佳伟

告诉记者， 前来应聘时， 辛秀芳已在植物免

疫领域崭露头角。 而为优秀年轻学者营造适

合成长的科研环境， 一直是中心努力追寻的

方向。 事实上， 在辛秀芳入职的最初一年多

时间里， 研究组的探索一直找不到突破点。

她回忆说 ， 当时中心为研究组提供了超过

120 平方米的宽敞实验室和充足的科研经

费， “虽然科研遇到瓶颈是常态， 实验过程

就是不断试错， 但当研究停滞不前时， 大家

心里的压力还是非常大”。 令辛秀芳心存感

激的是， 中心没有追问她具体进展， “终于

有一天， 我们发现了 ETI 免疫中活性氧的产

生依赖于 PTI， 这为课题找到了突破点。”

然而， 在中心组织的一次国际交流中，

辛秀芳听说另一个国外资深研究小组也在从

事相关工作。 国际竞争向来是基础研究中的

主要压力来源， 得益于中心国际化的科研环

境， 通过良好的沟通， 辛秀芳与这位同行的

研究成果在同一期 《自然》 上 “背靠背” 发

表， 成为针对同一科学问题的互补认知。

种子是农业的 “芯片”。 而植物学基础

研究则是为 “芯片” 上的每个功能解锁背后

的机理 。 辛秀芳表示 ， 未来可以在不同植

物， 尤其是主要农作物中， 深入探究这两层

免疫系统的关系， 以期使机理发现用于种质

资源的创新。

辛秀芳研究员工作照。

G60 科创云廊。 本报记者 袁婧摄 制图：冯晓瑜

繁华商圈旁最后数十个
手拎马桶年内“销项”

（上接第一版）每一个问题都是一道坎儿，需要逐步“啃硬”推进。

但这里老人多，60 岁以上老年人占常住居民近 35%， 使用

手拎马桶对他们来说不仅不够方便，更是隐患重重。

“办法总比困难多！ 超出想象的难，就要用超出想象的魄力

来解。”街道、居委会的党员志愿者们直接对话居民群众，收集汇

总意见后，再反馈给物业。一次次头脑风暴，个性化定制方案，下

足了“绣花功夫”。特别是在党员干部带领下，消灭手拎马桶成了

一项 “聚合工程”， 居委会、 业委会、 物业、 业主多方联动，

通力合作。

一个聚焦消灭手拎马桶的议事平台———“零距离家园理事

会” 也搭建起来， 成了 “百姓大合唱”。 “一户一策”， 结合各

自迥异的现实情况和诉求， 一套套最优化施工方案逐一落地，

也落定人心。

“装个马桶很顺利，我都没怎么费心。”住在亭子间的陈阿姨

指着装在晒台上的马桶，这样点赞。

真心、诚心，换来了最大的民心

在党员干部带领下，一场“马桶之治”，也点亮了老社区的

“情感之治”。

黄碧军这样注解：“学党史办实事解难题， 就是要从最困难

的群体入手，从最突出的问题着眼，从最具体的工作抓起。 ”真

心、诚心，换来了最大的民心。

针对老石库门邻里间的熟稔与人情味儿， 社区专门组建了

以党员为骨干的居民志愿者队伍，活跃在秩序维持、矛盾调解、

邻里互助的一线。 63 岁的老党员苏志春是其中的一员。 他生在

这儿长在这儿，在邻里间“说得上话”。

有人家的马桶安装因邻里纠纷而搁置。老苏上门了解情况，

发现矛盾的焦点是公共面积的争夺，谁都不肯让。

他想到了一个金点子： 让闹别扭的两家人参与社区厨艺比

赛。 比着比着，两户当家人想起自己年幼时，常常看着父母共用

一个灶头下厨，美味相互分享，自己吃得“隔灶香”。 顿时没了怨

气，不再争抢，各让一步，最后成功消灭了手拎马桶。

与消灭手拎马桶同步进展着的，是社区内的暖意温情涌动。

经过各方群策群力， 针对部分小区存在的高龄老人洗衣洗澡难

问题，社区设立了睦邻服务站，其中嵌入卫生间、淋浴间和洗衣

房，也包括专供残疾人洗澡的设施等，进一步方便老宅中人们的

日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