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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力于寻找第二个太阳系的大型科研

项目——“天语计划”将正式立项。其挂帅

者是85后青年科学家冯发波。

两年多前，初入上海交通大学李政道

研究所（以下简称“李所”），冯发波博士酝

酿着一个想法——通过国内的望远镜和设

备发现与太阳系相似的行星系统。

太阳系外行星搜索，极度依赖先进望

远镜和高精尖仪器设备，由此他提出研发

高精度光谱仪。但此类项目难度大、门槛

高，若是循着常规走向，有可能申请几年便

没了下文。冯发波将推进项目的想法和遭

遇的“堵点”向李所和上海交大天文系阐

释，几经打磨和多方研讨，项目实施路径明

朗起来：在总目标下，小步快跑，分两步实

施推进。

“这样一种孵化思维，让青年科学家有

了直接负责项目的机会，并为更大规模项

目的启动铺平了道路。”冯发波说。

昨天，《上海市浦东新区优化揭榜挂帅

机制促进新型研发机构发展若干规定》正

式实施。其中对人才和资源支持的指向清

晰：不得以国籍、年龄、资历、学历和工作经

历、单位属性等作为国内外人才和团队在

浦东新区参与创新项目“揭榜挂帅”的资格

条件……

“五年来，李所已吸引了一大批80后、90

后杰出青年科学家。吸引他们的重要一点，

是这里令人心无旁骛的研究氛围和更加宽

容的评价机制。”在日前举行的市政协年末

视察中，李所党组织书记赵昕告诉记者，基

于此前的探索，《若干规定》的实施，将给予

青年科学家“揭榜挂帅”更多的可能性。

冯发波表示，“基础科研本身有着巨大

的不确定性。青年科学家的想法能得到重

视并有机会得到较大力度的资源支持，将

激励我们投入更大精力去研究、去突破。”

揭榜

冯发波的办公室在李所所在大楼的6

层，远处陆家嘴“三件套”隐约可见——这也

是他对“天语计划”的期待：使第二个太阳系

“隐约可见”。

“天语计划”如何发现系外行星？“光谱仪

和望远镜的研发和建设是采集高精度视向速

度数据至关重要的环节，而目前使用的数据

仍然是基于自己与国外机构的合作以及开源

数据。”冯发波说，“如果我们在中国最好的天

文观测台址青海冷湖建设一个专用于行星搜

索的望远镜阵列和高精度光谱仪，也就拥有

了中国自己的数据资源，利于开展独立研究，

也能形成国际合作基础，通过和国际资源的

整合，拓展更广泛的合作领域。”

数据是科学研究的基石，而高精尖的设

备是凿出这块基石的斧子。基于此，他踌躇满

志地提出了“天语计划”。

赵昕说，“李所专家团队经充分评估认可

了这个想法，也会设法帮助他将想法进一步

细化、完善，以吸引各方支持。”

“天语计划”细化为两步走：第一步通过难

度相对较低的方法发现第二个太阳系的候选

体；第二步研发高精度光谱仪并通过光纤将光

谱仪连接到多个小望远镜，基于对10万颗恒星

速度变化的长期测量确认第二个太阳系。

开放包容的科研环境和专业化的资源支

撑，让冯发波的“揭榜”成为可能，“从一个比

较宏观的角度去考虑这样一个具有原创性和

突破性的大项目”。

挂帅

作为“天语先导计划”牵头人，冯发波在一

个国际团队中负责数据分析。他说，“数据分析

是我们的优势，也是目前在我们没有独立数据

的背景下，吸引该领域高端人才前来合作的基

础。”基于早些年国际合作的基础，他通过李所

的平台对团队作了一定程度扩展。

想法、人才、资源、硬件，冯发波正在集齐

项目要素，实现了实质性的“挂帅”。有学术圈

科研项目人士告诉记者，青年科学家独立实

现科研设想并不容易。如果研究方向一致，一

般还是以参加“大咖”科学家主导的团队为

主，而李所则鼓励有想法、有项目的青年科学

家“挂帅”闯出一番天地。“孵化意味着阶段化，

成果相对更细化也更明确”。

冯发波摸到了关键：科研项目要讲究循序

渐进——近两年，他和团队用视向速度法发现

的系外行星和最近类木星数量为世界之最，为

进一步争取资源奠定了基础。

“没有所谓‘资源垄断’”，这是李所青年科

学家的共识，“更多是从专业角度、实际效果角

度作出评判，倾斜资源和人力，推动项目进展。”

有一种颇成共识的说法：基础科研领域在

成果转化、产业化等方面的作用不甚明显。冯

发波认同基础科研的纯粹性，“但‘不甚明显’

不代表无所可能”。

冯发波用自己的科研项目举例，譬如硬件

方面的带动，“望远镜的高精度测光需要配备

非常高端的CMOS（一种图像传感器）相机，对

CMOS芯片的纯净度以及相机的噪声要求极

高。现在越来越多天文项目需要这种芯片的供

给，就有可能促使供给企业技术的更新和产业

的迭代。”

浦东新区优化“揭榜挂帅”机制，给予青年科学家更多可能性

探寻第二个太阳系，“小字辈”挑战大项目

8岁半的男孩因沉迷游戏想“停学”，

于是家长将计就计，制定每天玩够16个小

时的游戏计划，还要对战绩复盘总结。三

天下来，小朋友崩溃了4次；0℃的天气，3

岁女孩执意穿单薄的公主裙出门，因为“动

画片里的公主，就是在冷的地方”，妈妈就

让她亲身体验一番；为了让女儿改掉做事

拖拉的习惯，一位妈妈在送女儿上学的时

候，故意放慢动作，假装穿脱衣服好几次，

把在门口等待的女儿急哭了……最近，“反

向式育儿”方法火了。有家长在网上说，这

是“用魔法打败魔法”，家长通过“走孩子的

路，让孩子无路可走”，以此达到让孩子“缴

械投降”的目的。

这种教育方式靠谱吗？记者发现，无

论是家长，还是教育专家，对此类教育方式

都存有异议——有人认为，通过增加孩子

体验促使其养成良好生活习惯，是一种效

果不错的育儿方法；也有人说，把握好体验

的“度”才是此类教育方式的关键，极端的

教育方法透露着家长缺少科学的育儿方法

和耐心，是一种不负责的育儿观。

“反向式育儿”的意义在于
“允许孩子体验”

记者采访发现，采用过“反向式育儿”

方法的家长不少。一位小学一年级新生家

长说，孩子曾不想去上学，号称捡破烂也可

以养活自己。于是，在夏日炎炎的中午，这

位家长就带着大哭的孩子翻遍三个垃圾

桶，最后只收了几个纸盒子、两个空瓶子，

他们将这些卖给废品站，最后收获一元

钱。“我就在旁边打着伞吃着冰激凌，从那

以后，他再也没跟我说过不想上学了……”

分享之余，这位家长在所谓的“亲子对战”

中占得上风，又收获了一批网友点赞。

与通常的正面引导正相反，如此“反向

式育儿”真的可取吗？记者听到了来自家

长和教育专家不同的声音。

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家庭教育首席专

家、中国家庭教育学会副会长孙云晓看到

了这种教育方式存在的意义。他提出，孩

子是在体验中长大的，体验包括适当的试

错行为，在体验中更有可能获得真知与经

验。例如，小女孩在零度天气执意要穿薄

裙子外出，妈妈劝阻不了，同意女儿尝试，

这种所谓的“反向式育儿”，就是一种试错

式的体验教育。“其实，试错是儿童十分常

见的成长方式，只是许多试错行为，成人不

知道而已。”

上海师范大学儿童发展与家庭研究中

心执行主任、心理学博士生导师蔡丹教授注

意到，不少家长在使用“反向式育儿”方法

时，其实是抱着故意惩罚孩子、“看你出糗”

的敌对心态，这并不恰当。“消极的暗示是不

可取的。孩子内心往往是非常敏感的，从日

常的言语和表情神态之间，他们能够感受到

你对我没信心了，于是就放弃了。”

“女孩执意要在冬天穿单薄的公主

裙，她的妈妈的做法就很好。”蔡丹教授

说，这位妈妈在电梯里再次询问孩子冷不

冷，语气是充满关心的，没有用说教和嘲

讽的语气。

极端教育方式弊大于利，“反
向式育儿”有前提

面对这种育儿方法，不少家长也提出了

质疑。一位家长就说，这种举动偶尔为之，可

能有“脱口秀大会”的幽默效果，但万一造成

不可逆的心理创伤得不偿失，“这剂猛药，务

必谨慎吞服。”

上海市教科院普教所学生发展研究中心

主任王枫对这种极端的育儿方式态度谨慎。

他告诉记者，心理学中有一种“满贯疗法”，说

白了，就是怕什么，索性让你高密度暴露于相

关经历，以此实现“戒断”目标。与该疗法类

似的“反向教育”，其实需要时间和更精细化

的强化或消退操作，但很可能家长最终还是

无法解决问题，反而让孩子感到分裂甚至更

糟糕。比如，让沉迷游戏的孩子在短时间内

疯狂游戏，而家长在此期间没有科学的引导

和过程把控，孩子很可能非但没能从游戏回

归课堂，反而进一步沉沦，问题更严重。

在专家看来，采取“反向式育儿”，需要一

些前提条件：一是家长对孩子充分信任；二是

不同年龄段的孩子能够承担的后果程度不

同，家长应该注意把握好“度”。比如3岁的

孩子，家长可以让他们自己决定吃不吃饭、什

么时候睡觉；而13岁的孩子，则要教会他们

承担家庭责任、社会责任等。

“养成教育”更需要家长的耐
心和付出

“反向式育儿”之所以流行，除了很多家

长舍不得对孩子打骂之外，更重要的原因是

年轻的父母们看到了传统教育存在的弊端，

尝到了“反向式育儿”带来的成功。但也有不

少专家指出，这无形中透露出当下年轻父母

缺少正面管教的科学方法。

没有一种育儿方式是万能的，任何一种

育儿方式都有短板。对父母来说，多了解、掌

握育儿方式，才能更好地教育引导孩子。上

海市静安区家庭教育指导中心主任陈小文

称，网上“反向式育儿”之所以受追捧，是因为

不少家长对孩子正面引导缺乏信心，家长会

更认同一种观点——“道理说了千万遍，希望

现实教育他一遍”。

在陈小文看来，当孩子遇到了困惑和问

题，通常需要家长讲道理与实际行动的结合，

但如何付诸行动，常常是家长的弱项。

如何引导孩子养成良好习惯属于“养成

教育”，家长需要投入大量的时间与精力。

有专家就指出，比如想让孩子戒掉网瘾，适

度游戏，可以陪伴孩子一起上网，在上网过

程中约束孩子，并与孩子共同制定相应的上

网规则，使孩子发自内心地认可自己参与制

定的上网规则，并自觉遵从这一规则。与之

相反，如果家长采取极端方式让孩子戒网

瘾，取得的效果往往是短暂的，或出现弊大

于利的情况。

“问题孩子的背后往往藏着一对问题父

母，年轻父母忙于工作，也不懂得为人父母的

正确育儿方式，希望每一个在抱怨的父母能

先从自己身上找原因，从自我改变做起……”

不少年轻父母在这场育儿方法争论中，学着

直面亲子关系的挑战、积极应对、陪伴孩子健

康成长。

“反向式育儿”可取吗？把握好“度”或是关键

不久前，在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胸

科医院呼吸介入中心，全球首例经支气管早

期周围型肺癌冷冻消融术顺利完成：一位80

岁的早期肺癌患者经过手术，其肿瘤被“无创

消融”，且术后半小时就可以自行下床。这场

手术的成功不但有赖于医术精湛的医生团

队，“立功”的还有一根小小手术针——一次

性柔性冷冻消融针“红袖刀”。

历时七年，作为全球首款经支气管周围型

肺癌冷冻消融产品，这根针由上海导向医疗系

统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导向医疗公司”）、胸科

医院孙加源医生团队以及上海理工大学科研

院院长刘宝林教授团队联合研发。这项由医、

校、企三方联合攻关的国产医疗器械创新成

果，为周围型肺癌患者点燃了生命之光。

拼了7年，克服“0.3毫米”的困难

“临床上，有不少肺癌患者由于高龄或心

肺功能不好等情况，并不适合开刀动手术。”

上海胸科医院呼吸内镜中心主任孙加源教授

介绍，冷冻消融技术是运用零下150多摄氏

度的超低温将肿瘤“冻死”，具有创伤小、安全

性佳、能激发全身免疫功能等优点。然而，在

临床实践中，经支气管无创开展“冷冻消融”

的技术在全球仍处于空白。

于是，孙加源提出大胆设想：能否在临床

实践中试一试？如果这条路走通了，就可以更

精准、快速地杀死肿瘤、造福更多患者。当然，

如果这一技术空白点能被填补，也意味着研

发团队有望实现“从0到1”的突破。

2015年，孙加源受邀拜访导向医疗公

司时，主动“抛出”研发需求。很快，导向

医疗公司决定和上海理工大学联手，一起

“接单”。当时，刚入职导向医疗公司的杨

迟，恰好在上海理工大学攻读生物医学工程

专业博士。他作为研发团队的主力，接下了

这个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在此后长达七年的研发中，杨迟觉得，

最难的莫过于针对柔性导管的研究。为了克

服所谓的“0.3毫米”的困难，他反反复复做着

试验。

2017年，杨迟自主研发了2.2毫米柔性

导管，在离体和活体猪肺的探索性动物实验

中，样品各方面性能均达到要求。当时，大

家都以为这已是现有技术能达到的“极

限”。然而，市面上普遍应用的支气管镜的

工作通道直径是2.0毫米，为了能兼容主流

支气管镜并真正地深入肺外周进行治疗，迫

切需要把导管直径做到1.9毫米。

为了这“0.3毫米”的差距，杨迟几乎找遍

了全球相关材料的供应商，其间还前往美国

的医疗器械展会，试图寻找突破口。最终，他

从百余家企业中找到了最合适的供方，通过

自主设计并战略联合供应商“定制”的模式，

成功实现了1.9毫米柔性导管的量产。

创新协同，医校企一次次联
手破难题

复盘“红袖刀”走通的研发路，在其背后，

医工交叉的创新平台功不可没。围绕这根手

术针的研发，正是医、校、企一次次的联合，解

决了一个个难题。

“如果医生或企业单枪匹马搞创新，不是

产品没市场，就是创新需求无从转化，往往最

后空有一纸专利。”项目研发初期，由杨迟的

导师、上海理工大学刘宝林教授及其团队提

供技术指导，通过一系列模拟计算，初步设计

出所需要的材料性能、导管传热特性、气体输

送压力与降温速率的关系等，为前期探索扫

清了障碍。

在接受采访时，谈及“红袖刀”，刘宝林提

的最多的一个关键词是“医工交叉”。早在

2019年，上海理工大学就携手上海交大医学

院发起建立“医工交叉创新研究院”，在这样

的平台上，“医”“工”专家携手，提高诊疗效

果、缓解病人痛苦、降低治疗成本，以创新技

术为老百姓造福。

“聚焦医工交叉，我们已重点推进了11

个项目的产业孵化，形成了高性能医用缝合

针、超声切割止血系统、双极高频电凝及单极

高频电刀、医护机器人、裸眼3D显示系统等

一批代表性科技成果。”刘宝林介绍，未来，团

队将持续加强与政府、医院、企业间的协同创

新与交流合作，共同推进医工交叉的成果转

化与项目产业化。

医工交叉耗时七年磨出小小手术针
■本报记者 储舒婷

完善托育服务体系，上海不断先行先

试：最新消息显示，上海已有50%的幼儿园

开设托班，并有1098个托育机构，满足年

轻父母的托育需求。与此同时，上海探索将

学前教育与托育服务整合立法，《上海市学

前教育与托育服务条例》将于2023年1月1

日起正式实施。记者昨从上海市教委获悉，

在此保障基础上，全市明年要全面建设社

区托育点，并开设更多的公办幼儿园托班，

2025年达到千人托位不少于4.5个。

新建居住区要配套幼儿园
及托班

上海自1999年起开始探索建设0-6岁

一体的管理体制机制。2018年，上海又在全

国率先制定出台托育服务指导意见和行动

方案，推动托育服务体系建设。将于明年实

施的《上海市学前教育与托育服务条例》明

确，上海学前教育与托育服务实行一体规

划、一体实施、一体保障。

这份条例明确规定，新建居住区应按

国家和本市规划要求与建设标准，配套建

设幼儿园及其托班设施。作为人口导入大

区，学前教育及托育需求增长迅速。嘉定新

城核心区所在的马陆镇，两年内新开办5所

幼儿园，改变了原来需要周边街镇统筹解

决入园矛盾的状况，实现了镇域范围内“自

家孩子自家抱”。嘉定区教育局副局长赵丽

鸾介绍，近五年，嘉定区新增公办幼儿园23

所，班级数380个（含托班），到“十四五”期

末，全区预计可增加幼儿园学额约1.3万

个，满足嘉定区适龄幼儿的入园需求。

浦东新区仅今年新开办公建配套幼儿

园15所，可提供托班班级数23个，新增近

500个托额。浦东新区教育局托幼工作处

处长汤韬介绍，“十四五”期间，全区还将

不断增加普惠性学前教育资源供给。与此

同时，浦东还鼓励多元主体办托育机构。

如中国商飞公司通过引入专业机构举办

大飞机金科托育园，建成全市首家服务员

工子女的托育机构后，又成功复制办托模

式，举办大飞机梦栖托育园。

作为补充，上海还在不断推出针对0-2

岁幼儿的社区托育服务——“宝宝屋”。

让托育人才“进得来、留得住”

近年，上海大力推进学前教育和托育一体化服务，如何建设

保教队伍、畅通职业通道，让托育人才“进得来、留得住”成为关键

核心。此次条例对此进行了突破性探索，包括提出“幼儿园教师在

职称评定、岗位聘任（用）等方面享有与中小学教师同等的待遇”

“符合条件的幼儿园卫生保健人员，纳入相关专业技术职称系列”

“相关部门应当优化职称评价标准，畅通幼儿园卫生保健人员职

业发展路径”等。

就嘉定近五年如何围绕新开幼儿园招到优质教师，赵丽鸾

说，嘉定区打出“组合拳”，一方面从编制上保证新建幼儿园教师

编制落实，一方面在招贤纳士过程中，将招聘视野从学前专业扩

展到更多专业。“嘉定区还与上海师范大学天华学院合作，针对非

学前教育专业的教师开展职后培训，帮助他们更好适应工作。”

打破保健老师职称“天花板”，普陀区积累了不少经验。普陀

区托育服务指导中心奚岚说，全区已有三名保健教师获得高级

职业资格。

将学前教育与托育服务有效经验固化

在杨浦区翔殷幼稚园，幼儿们每天要开展2小时的户外活动。

园长孙昳丽说，充足的户外运动给幼儿带来积极影响。据统计，一

年来，这所幼儿园的幼儿视力不良率从原先的7.4%降至6.6%，近

三年幼儿发病率从1.8%降至0.86%，肥胖率控制在3%-5%。

户外活动2小时、学龄前儿童善育……本次条例的实施，也

将这些上海在推进学前教育与托育工作方面形成的经验固化下

来。比如，本次条例专门设立一章明确科学育儿指导工作的服务

网络、指导方式与内容，为构建科学的托育体系提供保障。普

陀区发挥科学育儿“互联网+”效应，录制500集“健康早教科

学育儿微视频”，推送至区域内0-3岁婴幼儿家庭。浦东新区设

立街镇科学育儿指导站和科学育儿指导点，如浦南幼儿园调研

家长需求，有针对性地为3岁以下婴幼儿家庭提供育儿咨询、

育儿沙龙等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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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王星）昨天，上海市政府新闻办、市卫健委进
行网络发布：上海社会面新增8例新冠病毒肺炎本土确诊病例

和4例本土无症状感染者。

经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研究决定，将

浦东新区三林镇西泰林路850弄28号、黄浦区半淞园路街道中

山南一路198弄13号、徐汇区龙华街道龙南三村63号、徐汇区

龙华街道天钥桥南路1130号、长宁区江苏路街道愚园路753号

D栋、静安区曹家渡街道新闸路1940弄9号、虹口区欧阳路街道

曲阳路385弄1号、闵行区梅陇镇罗锦路888弄6支弄2号楼、嘉

定区马陆镇崇福路398弄4号楼、松江区车墩镇影维路6弄3号、

松江区九里亭街道涞坊路408号、松江区九里亭街道九杜路505

弄摩卡小城12号楼、青浦区夏阳街道青峰路123弄35号等13个

区域划为高风险区，将徐汇区龙华街道、长宁区江苏路街道、虹

口区欧阳路街道、嘉定区马陆镇、松江区车墩镇、松江区九里亭

街道的其他区域划为低风险区。

13个区域划为高风险区

沪新增社会面8例本土确诊
病例和4例无症状感染者

普陀区“宝宝屋”课堂现场。 （受访者供图）

■本报记者 张鹏

▲85后青年科学家冯发波。

 李政道研究所的办公室外景。

均本报记者 邢千里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