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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许琦敏

“我中签了！”昨晚8点，市民陈先生收

到微信支付的推送通知，显示已获得4张

共计200元的“爱购上海”电子消费券，“第

一轮遗憾没有中签，第二轮运气不错，正好

可以在国庆节期间消费”。昨天晚间，微

信支付、支付宝、云闪付3个平台陆续公

布中签结果，中签的用户可从今天起使用

消费券。

据悉，第二轮发放的“爱购上海”电子

消费券券包价值200元，分别为1张消费满

300元以上抵100元券、1张消费满100元

以上抵50元券、2张消费满50元以上抵25

元券。消费券有效期从9月26日至10月

15日，覆盖整个国庆黄金周。

第二轮电子消费券和首轮消费券最大

的区别是体量加码，市级财政资金增至5

亿元，消费券券包的价值也从100元“膨

胀”至200元，除了原有的3张消费券之外，

还增加了一张“满300抵100”优惠券。

年逾八旬的邹老太第一轮未参与电子

消费券的报名，后来在小区锻炼时听不少

邻居提到上海的电子消费券，这一轮便在

子女的指导下早早报了名，昨天幸运中签，

她告诉记者，已经在京东看中了一款太极

服，“一直想买，现在正好可以使用满300

抵100的消费券，太划算了”。

另一端，商家们也准备好了。第二轮

参与活动的商户名单已于24日公布，新增

了不少“新面孔”。比如，在支付宝平台上

中签的市民就多了一个平台选项——抖

音。只需在抖音app内搜索“爱购上海”话

题，就能进入“爱购上海”电子消费券活动

主会场查看可使用的商户名单。同时，在

支付宝领取消费券的消费者还可以在爱婴

室、春秋旅游、春秋航空、得物、叮咚买菜、

东方购物、大润发优鲜、饿了么等品牌的线

上平台使用。

美团方面则表示，平台支持本轮“爱购

上海”消费券核销的商户已超过15万家，

和首轮活动一样，美团搭建了“爱购上海”

电子消费券优惠专区，上述15万家商户按

照外卖、堂食、酒店、门票等分类，并设置

50至110元金额不等的优惠包，让消费者

可享受折上折的优惠。

由于此轮消费券使用时间覆盖国庆假

期，线下的商户已经准备好了。联华相关

负责人介绍，针对此轮增发的大额券，联华也

同步加大了满减力度，再发千万补贴，即日起

至9月30日前，百联通会员可通过支付宝扫码

领取两张满150减15元的全场券，上海地区所

有世纪联华、联华超市、快客便利线下直营门

店及线上百联到家均可使用该券，与“爱购上

海”消费券叠加使用，“首轮消费券在联华的使

用总量为37万张，撬动消费近3400万元，有效

释放了消费活力”。

“满300抵100”的电子消费券如何使用？

餐饮商户也摩拳擦掌。Pera克比土耳其印度餐

厅主理人桑迪普说餐厅已经准备好了，这家土

耳其餐厅此前通过有主题的折扣活动，生意持

续升温，他特别期待这次国庆假期能有一波消

费小高峰，“满300抵100很适合我们这样的餐

饮商户，感谢上海的贴心设计”。

“爱购上海”电子消费券第二轮中签结果公布，今起至10月15日可使用

5亿元消费券有效期涵盖国庆长假

本报讯（记者史博臻 通讯员苏悦洋）春
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崇明首批“国庆稻”

成熟收割，田间地头洋溢着一派丰收喜悦。

据了解，崇明区今年水稻种植面积约27

万亩，其中“国庆稻”等早熟水稻约3000亩。

接下来，整个秋收工作将持续到11月中旬。

近日，新河镇上海北湖有机农业示范基

地的万亩良田里，收割机马力全开，不断在

田间穿梭，所到之处一排排水稻被整齐地收

割下来。不一会儿，运粮卡车上的金黄稻谷

便堆得像小山一样高。这些水稻将被运输

到加工车间，经过烘干、碾米等工序，三天左

右即可上市。据悉，基地在国庆稻品种上选

择了“沪早香软1号”。

在新弘生态农业种植基地，6月种植的

90亩早稻也迎来了秋收时刻。今年受高温

天气影响，早稻产量略低于往年，但基地仍

为水稻健康生长不断努力，保证新米按时出

现在市民餐桌上。

崇明作为农业大区，水稻种植面积居全

市之首。一直以来，农业部门时刻紧绷粮食

安全“责任弦”，多措并举稳面积、提单产、强

产能，充分调动农民种粮积极性，着力稳住

农业基本盘，粮食生产实现连年丰收。

右图：日前，崇明开始收割首批“国庆

稻”，整个秋收工作将持续到11月。吴雄摄

明明“稻庆稻”割镰收割

据新华社北京9月25日电 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

治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时代公安工作的重要论述、

重要训词精神，大力弘扬伟大建党精神，激励广大公安民警

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中央宣传部、公安部近日向全社

会宣传发布2022“最美基层民警”先进事迹。

张梁、吕游、赵恒彬、安二宝、马春雨、张宇航、何欢、路

博阳、陈建强、孙益海、梁晓丽、朱明、施晓健、艾金凤、张连

波、陈民生、常武（牺牲）、李江、时春霞、杨伯伦、乔晋军、周

和理、黄晨、朱允宏、石林、黄家斌、樊有宏、刘汉朝、阿旺丹

德、袁芳、潘金磊、覃锋、曾芝强、徐娟、程万里、符世彻、陈

宇、王微等38名个人光荣入选。他们中，有的驻守边疆高

原，克服常人难以想象的困难，守卫一方平安；有的奋战打

击一线，冲锋在前、不怕牺牲，屡破大案要案；有的穿梭街巷

社区、抗疫一线，全心全意解决群众“急难愁盼”，成为百姓

的贴心人；有的刻苦钻研技能本领，在改革强警、科技兴警

的道路上绽放青春光彩、成就奋斗人生。他们虽来自不同

警种岗位，但都以强烈政治担当、使命担当、责任担当，忠实

履行新时代使命任务，用汗水、鲜血乃至宝贵生命，生动诠

释了对党、对国家、对人民、对法律的无限忠诚，谱写了一曲

曲人民公安为人民的英雄赞歌，充分展示了党领导的社会

主义国家人民警察克己奉公、无私奉献的良好形象。

“最美基层民警”先进事迹发布

昨天，在中央宣传部、公安部联合

举办的“闪亮的名字”——2022“最美基

层民警”发布仪式上，上海市公安局城

市轨道和公交总队刑侦支队三队队长

陈建强光荣当选“全国最美基层民警”。

2012年从警以来，陈建强常年坚守

便衣反扒一线，直面工作中遇到的各种

“苦、累、脏、险”，倾情守护全世界里程

数、客流数“双第一”的城市轨道交通。

在市公安局轨道公交总队刑侦支

队支队长张翼飞眼中，陈建强面对各

种难题，始终以一往无前的姿态将之

克服，尽显刑警本色。

2021年起，陈建强和战友将反扒

工作主动融入以风险防控“一平台、三

体系”为主体的新型现代警务机制，确

保动态隐患清零和精准打击犯罪“两

手抓两手硬”。在陈建强带领下，上海

轨道交通十年来累计擒贼1000余人，

扒窃案件数从2019年的1.7万多起，

直降到今年以来发案仅个位数，“百日

行动”中更是保持了零发案。

扒窃案件大幅下降后，新的犯罪

手法又出现。陈建强和队友们紧盯轨

交区域侵犯他人隐私、“隔空飞投”等

新型治安问题，快查快处，不断提升乘

客安全感、满意度。

不久前，乘客雷小姐在地铁换乘

通道里遇到一个帅小伙搭讪，向她暂

借200元应急。雷小姐加微信转钱几

天后竟被他拉黑，200元打了水漂。同

一个地铁站，大学生小曹也遭遇了一

模一样的套路。陈建强敏锐判断，这是

利用轨交大客流实施的“名借实骗”新

型诈骗。

案值小，又很难证明嫌疑人的主观恶意。陈建强跳出固

有思维，他像和扒手小偷斗智斗勇一样，串案并案、反复甄

别、走访线索、深挖数据……查实上百名受害人，一举将10

名犯罪嫌疑人抓获，查证赃款20余万元。

“破案抓人是刑警的使命，追赃挽损同样是人民警察的

义务。”这是陈建强的信条。

陈建强曾抓获一名扒手，对方到案后拒不交代被盗手

机去向。陈建强发现，扒手手机里有几张公园的风景照。“这

会不会是扒手怕自己忘记，拍下的藏匿处？”最后按图索骥，

果然找到了被扒手埋在公园里的两部被盗手机。两位失主

拿回手机喜出望外，一再表示感谢。

“见到群众取回被盗财物时的笑脸，就是我们反扒民警的

荣耀时刻。”陈建强表示，虽然这些年本市轨道交通状况日新月

异，侦查方式也在不断创新，但是人民警察对党忠诚的政治品

质、为民守护的警察情怀、拼搏奉献的职业精神始终没有变。

上海公安机关表示，将以“最美基层民警”学习宣传活

动为契机，大力弘扬公安英模精神，激励引导广大公安民

警、辅警全身心投入公安事业，全力做好维护国家安全和社

会稳定工作，为护航城市经济发展、保障人民安居乐业不断

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市公安局供图）

上
海
民
警
陈
建
强
当
选
二
〇
二
二
﹃
最
美
基
层
民
警
﹄—

—

﹃
见
到
群
众
笑
脸
，就
是
我
们
反
扒
民
警
荣
耀
时
刻
﹄

一直以来，自动驾驶主要集中在车端，随

着汽车智能化加速，车路协同被推上议程，拓

展出更多发展空间。随着“十四五”期间高速

公路建设工程、智慧化升级项目的不断增多，

本市智慧高速的规模也将逐步“联网成片”，

为市民群众带来更安全、更便捷、更贴心的出

行体验。

以管理者和出行者需求为导向，市交

通委、市道路运输管理局近日印发《上海市

智慧高速公路建设技术导则》 ，在全国范

围内创新提出智慧高速公路L1－L4四个

建设等级。

具体来看，L1级是建设人工为主、智慧

为辅，既有设施赋能的初级智慧高速；L2级

是建设人工与智能相结合，重点区段安全可

控的中级智慧高速；L3是建设智能主导、人

工为辅，全面智能赋能的高级智慧高速；L4

是建设智能主导，全域态势感知和管控，且适

应自动驾驶的未来智慧高速。

市道路运输管理局相关业务部门负责人

分析 ，《导则》明确了上海智慧高速总体发展

目标和发展要求，创新高速公路智能运维、管

控与服务新模式，将推动本市高速公路网运

行和服务水平整体显著提升。同时，《导则》

指导和规范“十四五”期间本市智慧高速项目

建设，并提供项目审批的技术依据。

《导则》要求涉及新建、改（扩）建工程的

智慧高速公路建设等级不低于L2级，并结合

工程同步开展智慧化专项设计；要求已建高

速公路综合考虑地域特点、管理需求、服务水

平等，适时开展智慧化应用专项改造。

依据“云、边、端”整体架构，《导则》明确

提出云控平台、边缘计算、路侧端信息采集、

通信及供配电等支撑保障系统的具体功能和

布设要求。其中，为规范指导本市智慧高速

建设，要求智慧高速建设项目实现“三个统

一”，即统一电子地图坐标系、统一数据标准、

统一云控平台的基本功能。

此外，《导则》创新提出以“智慧设施、智

慧管控、智慧服务、智能决策”为核心的路网

级、路段级应用功能要求。创新提出监控、收

费两网融合方案，充分发挥现有基础设施效

能，以最低成本、最大范围实现全网的智慧、

协同服务。

此前，本市已率先启动S32公路、G60公

路上海段、G15公路嘉浏段等智慧高速示范

工程。“十四五”期间将继续推动智慧高速公

路建设，完善智能交通标准体系，形成具有全

国引领示范作用的“上海经验”。

《上海市智慧高速公路建设技术导则》出台

“智慧路”如何建，上海提出4个等级

结构生物学就是靠先进光源、冷冻电

镜，去看清一个个蛋白质结构这么简单？

在徐华强看来，这只是一种表象，其终极

目的是厘清生命科学的底层逻辑，从而使

生命科学从目前的“石器时代”走向人类

能够健康获得百年寿命的理想年代。

从事结构生物学近30年，58岁的徐

华 强 已 在 《细 胞》《自 然》《科 学》

（CNS） 三大国际知名学术期刊上发表论

文32篇，在各类学术期刊发表论文250多

篇，论文被他引逾2.9万次，连续多年被

评为“全球高被引学者”。在接下来的人

生中，他想在新药研制上更进一步，通过

对蛋白质结构的充分认识，研制出可以带

来领域变革的原创新药。

追寻兴趣投身结构生物学，
由此厘清生命科学的底层逻辑

与结构生物学结缘之前，徐华强经历

了十多年的寻寻觅觅：本想学高能物理，

却“误入”清华大学工程物理系的核反应

堆专业；本科毕业后，他又转向生物学，

硕士毕业后赴美国杜克大学攻读博士……

1994年博士毕业，他决定继续坚持将

自己爱好的物理与生物结合，投身当时新

兴的结构生物学研究。博士后毕业时，徐

华强不得不考虑现实生活，去了当时世界

排名前五的制药公司葛兰素 · 史克从事研

发工作，短短六年就晋升为高级资深研究

员。正当一切顺风顺水时，徐华强决定遵

从自己的兴趣，于2002年重回学术界从事

基础研究。

在徐华强看来，兴趣就是一个人生的

锚点，在一生的风浪中，哪怕个人力量十

分渺小，但有了锚点，也可大大增强自己

抗击风浪的能力。

沿着兴趣所在的结构生物学领域，徐

华强在创新发现的道路上一发不可收拾，

并逐渐向心中所理解的“道”靠近。“为什

么做药这么难，被称为‘九死一生’？”在

徐华强看来，究其根本，是因为人类对生

命科学的底层逻辑不清楚——还处于认识

生命的“石器时代”。“所谓科学，就是可

以预测结果。如果我们可以像制造火箭、

飞机的工程学、物理学底层逻辑那样，清

晰了解生命的运行，那么新药研发就会变

得更加精准而便捷。”

在接下来的岁月里，徐华强希望为厘

清生命科学的底层逻辑做更多探索。近年

来，他决定用自己多年的积累，在基础科

学与临床药物之间搭起一座桥梁，通过蛋

白质结构辅助设计、新药分子设计，研制

出可以带来领域变革的原创新药。

回国筑起研究高地，实现“零
的突破”创造“世界第一”

徐华强经常做出一些出人意料的决定，

这些决定都成为他人生的重要转折点。

2008年，相识多年的好友——时任中科

院上海药物所副所长的蒋华良找到徐华强，

希望他能回国帮助药物所建立起靶标中心，

提升研究所原创新药研发能力。于是，2009

年，上海药物所与徐华强任职的范安德研究

所签订合作协议，共建联合实验室。

GPCR是人体最大膜受体家族和重要的

药物靶标，靶向GPCR的上市药物占比超过

30%。徐华强回国十年，建立起的中科院受

体结构功能实验室在实现国内GPCR结构解

析“零的突破”后，又主导解析了30多种与神

经、免疫和代谢性疾病密切相关的GPCR结

构。如今，上海药物所解析的GPCR结构数

量已可位列“世界第一”。

感受到中国科技的腾飞势头，2019年9

月，徐华强决定全职回国。“一开始夫人不

理解，但我坚信，美国的实验室已经发展成

熟，不一定需要我，但中国的实验室正在节

节攀登，更需要我！”

的确，时间一次次证明徐华强的决定是

对的。2020年，新冠疫情暴发。徐华强带

领团队联合合作单位，靠泡面度日，经过

46天日夜奋战，成功解析新冠肺炎病毒

RNA复制酶单独结构，相关成果发表在

《科学》杂志上。

此后，他的团队频频发力。2021年

底，徐华强带领团队不到一个月就迅速解析

出奥密克戎BA.1变异株刺突蛋白以及结合

人源受体ACE2的高分辨率冷冻电镜结构。

2022年3月中旬，他又和团队一起主动要

求封控在园区，针对奥密克戎BA.2变异株

开展科研攻关……尽管受到疫情影响，但仅

今年一季度，徐华强实验室就发表了10篇

论文，预计全年将发表30篇。

“实验失败不要紧，但一定不能造假。”

徐华强的博士生王悦说，这是徐老师最常对

学生说的一句话，这位“普通话不太好，笑

起来眼睛会消失，走路低着头”的导师永远

会向学生伸出帮助之手。在徐华强培养的学

生中，一批90后学生已开始以第一作者身份

在CNS上发表论文。其中，29岁的庄友文成

为今年入选“上海科技青年35人引领计划”

的年龄最小者，26岁的段佳斩获华人生命科

学领域在读博士最高奖项“吴瑞奖”。

回首人生起伏，徐华强认为，人生永远

都需要提前布局，在相信事情肯定会变好的

同时，也要时刻为意外做好准备。同时，清

晰认识自己、保持好的心态、不断追求思

维高度和专业性，都是走好人生每一步的

基石。

徐华强：透析蛋白质结构，走出生命科学“石器时代”
人物小传

徐华强，国际著名结
构药理学家，中国科学院
上海药物研究所研究员、
中科院受体结构与功能
重点实验室主任。长期
从事激素受体结构研究
及相关受体的药物研发，
其研究成果在国内外产
生深刻影响，曾入选美国
《科学》杂志“2009年十
大科学突破”“2014年度
中国科学十大进展”，以
及 两 院 院 士 评 选 的
“2015年中国十大科技
进展新闻”。

本报讯 （记者周辰）上海警方携手多部门经过6天“地毯

式”水陆搜寻，昨天下午终于抓住了在黄浦江中出没的鳄鱼。

日前，有市民向警方反映，黄浦江内有一条长约1米的鳄

鱼，并提供了相关影音资料。经动物专家鉴定，该鳄鱼系一条亚

成体暹罗鳄。考虑到市民群众的安全，上海公安机关携手多家

相关部门制定一系列抓捕方案。过去6天中，市公安局边防港

航分局会同徐汇分局，对黄浦江沿岸开展“地毯式”水陆搜寻，昨

天下午，终于在徐汇滨江某堤岸处发现该条鳄鱼踪迹。按照抓

捕计划，由农业农村委专业人员现场指挥并实施具体抓捕，公安

民警协同配合并负责外围警戒。抓捕人员事先在鳄鱼出没区域

进行布网，并在周边安放冻品鱼作为诱饵。待鳄鱼前往进食时，

被事先预埋的渔网缠绕不能移动，工作人员迅速使用火钳将其

控制，并将其安全转移至岸上。目前，该条暹罗鳄已被送至浦东

新区川沙镇水生野生动物收容救助基地。

出没于黄浦江中的鳄鱼被抓捕

徐华强（右）在指导学生。 本报记者 袁婧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