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打造世界一流研究和创新转化高地
上海交大联合联影医疗共建医学影像先进技术研究院

本报讯 （记者姜澎）学校腾挪 75 个

编制，全职引进 25 名“国家千人计划”级
别学者、35 位海外优秀研究员、10 个跨

领域特聘研究员， 并且柔性引进 5 位国

际顶尖的医疗影像领域的专家； 企业通

过灵活的市场机制为这些顶尖人才配备

资金、研发平台；双方共同研究科研人员

兼职兼薪的制度。昨天，上海交通大学正

式“联手”上海联影医疗科技有限公司成

立“医学影像先进技术研究院”，共同打

造世界一流的医学影像设备前沿研究和

创新转化高地， 并且为未来新一代的医

疗影像提前进行基础科研领域的布局。
新的研究院将入驻上海交通大学张

江校区，1 万平方米面积的大楼将用于

研究院的实验室和研发平台落户， 联影

将在 5 年内投资至少 1.5 亿元人民币 ，
用于人才引进、 大型成像设备和实验装

置。学校则引进人才，并且提供配套的学

科和研发人员。 上海交大还将与联影医

疗联合，采取双方导师互聘、教学实验设

施校企共建、 硕博研究生和博士后课题

研究联合指导等方式， 培养一批能够支

撑我国民族产业持续发展的高端研发人

才队伍， 为我国医学影像技术的研发提

供持续的原创动力。
高端医学影像设备的技术门槛高，

需要大量的研究和较长的开发周期，在

很长一段时间内 ，PET-CT 等高端 医 学

影像设备都被跨国企业垄断。 经过艰苦

努力， 以上海联影为代表的本土企业已

经打破了医学影像技术和设备被跨国企

业垄断的局面， 使外资品牌纷纷下调价

格，有的降幅高达 30%。但是，我国的医学

影像的企业研发、基础研究以及人才储备

方面仍然与发达国家有很大的差距。
新成立的上海交大-联影医疗医学

影像先进技术研究院将顺应国家科技创

新发展的举措， 在校企合作的机制上寻

求突破，一头连接高校和企业，依托上海

交大生物医学工程学院这一医工交叉平

台，在校企合作的基础上，建设以国产高

端医学影像设备为核心的研发 实 验 设

施，突破核心和瓶颈技术。研究院的另一

头连接医院等临床单位，推进企业、高校

同医院紧密合作，对医院的新需求、先进

成像技术的临床应用提供技术支撑，推

动先进成像技术临床转化， 建立临床应

用研究平台。
研究院将通过未来 5-10 年的协同

发展， 实现真正意义上的产学研用深度

协同创新， 像过去校企合作总是停留在

某些具体的项目合作上， 研发上缺乏长

期战略性创新演进路线， 人才培养也缺

乏为行业长足发展储备人才的长线规划

的现象，将有所改变。

东海舰队表彰“强军先锋”
本报讯 （记者何易） 3 月 2 日晚，

第三届 “东海强军先锋” 颁奖典礼在海

军东海舰队礼堂举行， 10 名强军先锋闪

亮登场。
三年来， 东海舰队共选树 30 个先

锋典型， 塑造了改革强军大潮下舰队

官兵爱军精武的时代群像。

据介绍， 近年来， 东海舰队涌现

出 “海空雄鹰模范飞行大队”、 “转型

建设的先锋” 某驱逐舰支队、 “远洋

补给标兵舰” 千岛湖舰和全国五四青

年奖章获得者华明等一大批先进集体

和个人， “东海强军先锋” 就是其中

的优秀代表。

人物小传
盛睿方： 上海人， 1994 年 7 月入伍， 中共党员， 现任

海军 411 医院麻醉科副主任、 副主任医师。 入伍 20 多年
来， 她始终冲在任务一线， 曾赴驻港部队执行任务 4 年。 在某次 “和谐使命”
医疗援助任务中， 在孟加拉国顺利完成一例二尖瓣狭窄病人剖宫产手术的麻
醉， 是海军首位在国外开展此类手术的医生。

本报讯 （记者樊丽萍 通讯员蔡
霞） 我国第一艘远洋渔业资源调查船

“淞航” 号昨天在天津下水， 这标志

着国内最先进、 吨位最大的渔业资源

调查船主体工程胜利完工。
记者从上海海洋大学获悉， “淞

航” 号配备有目前世界先进的渔捞、
总值达 8000 万元的科考系统设备及

实验 室 ， 支 持 三 种 以 上 渔 业 作 业 方

式， 能适应不同生物学特性的调查。
“淞航” 号是上海高校建造的第

一艘海洋综合调查科考船， 交付后将

作为上海市高校的海洋科研平台， 为

国家和上海市重大海洋调查科考项目

服务 。 上 海 海 洋 大 学 校 长 程 裕 东 介

绍， “淞航” 号初步计划于 7 月验收

交船， 9-10 月进行首航。
左图为上海海洋大学“淞航”号昨

在天津下水。 卢卫平摄

静安区曹家渡街道于昨天下午举行 “3·5” 学雷锋日大型志愿者活动。
来自社区和 “两新” 组织的志愿者们在现场开设 40 余个志愿服务便民项目，
为社区居民和楼宇白领提供便利服务。 图为志愿者正在义卖街道居民捐赠的

服装， 所得收入将用作慈善捐款。 袁婧摄影报道

■本报记者 何易

重点建设10条（段）轨道交通

上海今年重大工程建设任务计划排定

本报讯 （记者史博臻）记者从昨天

召开的市重大工程建设工作会议获悉，
今年上海共安排市重大工程正 式 项 目

120 个，预备项目 13 个，新开工项目 14
个，基本建成项目 10 个，全年计划投资

不低于去年水平。
今年 ， 市重 大 工 程 项 目 重 点 聚 焦

“四个方面”。 一是聚焦服务城市功能，
推进基础设施项目建设。 围绕城市轨道

交通网络基础功能延伸， 重点推进建设

10 条 （段） 轨道交通项目 ， 加快建设

北横通道、 沿江通道、 市域交通道路快

速化等市政路桥项目， 以及洋山深水港

四期、 航道整治、 机场改扩建等对外交

通项目。 黄浦江两岸地区公共空间实现

45 公里基本贯通 。 黄浦江上游水源地

金泽水库、 连通管等项目力争上半年建

成 ； 白龙港 、 虹桥 、 泰和等污 水 处 理

厂 ， 以及苏州河深层调蓄加紧实 现 开

工； 推进重点河道和泵闸项目建设； 有

序建设竹园、 石洞口污水处理厂、 中心

城区排水系统等项目。
二是聚焦结构升级， 推进产业项目

建设。紧紧依托产业基地，积极推进上海

光源二期、微小卫星工程中心、张江科创

中心基础设施等科技创新项目， 以及辉

光电第六代 AMOLED 生产线、中芯国际

12 英寸芯片生产线等提升先进制造业

创新能力的项目， 抓紧建设商飞试飞中

心、 中航发动机临港基地等战略性新兴

产业项目。 加快推进上海国际金融中心

等现代服务业项目结构工程施工。
三是立足民生保障， 推进社会事业

项目建设。 加快推进建设上海大学宝山

校区扩建三期、 复旦大学内涵能力提升

等教育类项目， 以及瑞金医院肿瘤 （质
子）中心、华山医院、新虹桥国际医学中

心、 上海老年医学中心等医院建设和崇

明体育训练基地、上音歌剧院、上海天文

馆等文化体育设施类项目。
四是统筹城乡一体化， 推进新型城

镇化项目建设。重点推进保障性住房、大
型居住社区外围配套基础设施、 郊区污

水处理厂提标改造工程等项目， 以及昆

阳路越江、金海公路等郊区干线公路，加
快推进郊区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设施项

目实现基本建成。
据介绍，2016 年， 市重大工程建设

任务全面完成，全年完成投资 1280.1 亿

元，实现新开工项目 42 个，是历年开工

数量最多的一年，基本建成项目 17 项。
副市长陈寅出席会议并讲话。

浦东将建国家级人防改革试验区
本报讯 （记者沈竹士） 记者从昨

天召开的上海市人民防空工作 会 议 获

悉， 《中国 （上海） 自由贸易试验区人

防行政审批改革试点方案》 已报国家人

防办并获批准。 根据方案， 将探索在浦

东新区建立国家级人防改革试验区。
方案内容包括优化人防工程结建政

策、 简化人防工程结建审批管理、 强化

人防工程事中事后监管等。 如： 应配建

人防工程建筑面积小于 1000 平方米的

建设项目可易地建设， 通过易地建设推

动人防工程区域均衡。
截至去年年底， 上海人均人防工程

使用面积达到近2万平方米。去年新建18
个应急避难场所， 累计已建成的应急避

难场所64个，可容纳避难人数近33万人。
今年内将新建20个应急避难场所。

副市长陈寅出席会议并讲话。

“我和大海有个美丽的约会”
海军411医院麻醉科副主任盛睿方累计2000余天

执行重大卫勤保障任务屡创佳绩

阳春三月， 东海舰队第三届强军

先锋颁奖仪式上， 一名女军人格外引

人注目，她就是 10 名强军先锋中唯一

一位来自后勤保障部队的女战士，名

叫盛睿方。
初次见到盛睿方， 一米六五左右

的个子， 穿着白大褂， 看起来有些清

瘦。 她是一个长期在海上执行任务的

女战士，翻开她的履历，能看到一个个

荣誉———全国“巾帼建功”标兵、全国

三八红旗手、上海市三八红旗手、荣立

三等功一次。
对此， 盛睿方显得淡然：“我是一

名医生，同时也是一名军人，哪里需要

我，我就要顶上去。 ”

陆上只需 10 分钟的手
术，海上要花一小时

入伍 20 多年来，盛睿方始终冲在

任务第一线。 随着我国海军近年提出

“走向深蓝” 的战略方针， 作为军医

的她， 也越来越多地随舰执行任务。
十多年来， 盛睿方共执行了 10 余次

重大出海后勤保障任务， 在海上度过

了 800 多个日夜，还曾驻港 4 年。
2001 年，盛睿方首次随舰执行任

务时，一度晕船。 “我当时住在舱底，
透过舷窗看见 浪 头 一 个 接 一 个 打 过

来， 感觉要被海水淹没了。” 要强的

她顶着不适 ， 坚 持 完 成 各 项 保 障 任

务， “后来时间长了， 慢慢适应了，
也就不晕船了。 ”

2009 年 7 月，盛睿方作为亚丁湾

护航第三批编队的一员， 登上战舰执

行医疗保障任务。 “同样是医生，在医

院和在舰上的要求完全不同。 ”她说，
一方面，作为麻醉科医生，在医院里通

常是协助外科医生进行麻醉， 但在舰

上，她更像是一位 24 小时待命的全科

医生。另一方面，海上的风浪对于医生

来说也是巨大考验。
也是在这次护航任务中， 盛睿方

经历了一次令她难忘的手术。 因为海

上风浪太大，一名战士不慎摔伤，血流

满面。“海上不比陆地。”她回忆道，“当
时我们站都站不稳，更别说走路了，所
以只能一人站一个地方，双脚叉开、压
低重心，把医疗器械一件件传过去。 ”
舰船在风浪中飘摇， 医生只能趁着浪

头过后的间隙抓紧缝上一针。 这个在

陆地上只要一名医生、 十几分钟就能

完成的小手术，这次足足花了一小时。

每天练习十字绣，保持
穿刺“手感”

在海上很多时候是枯燥的， 除了

坚持每天锻炼身体，盛睿方最爱的当属

绣十字绣。 不过，这里还有个小秘密。
在医院时， 盛睿方每天能完成十

几例麻醉。但在海上，她的技术常常几

个月都派不上用场。“对于编队来说这

是件好事，说明战士们身体健康。但对

我来说，时间长了，穿刺时难免会有些生

疏。”盛睿方说，每次执行任务回到医院，
她都要花上几周时间把“手感”找回来。

因此， 绣十字绣实际上成了她在海

上练习穿刺的最好道具。 “还在念书时，
我就听老医生说， 练习十字绣可以提高

穿刺的精准程度。”盛睿方说，从那时起，
她便给自己定下每天练习 1000 针的目

标，坚持了整整 22 年。 不论是在医院还

是出海，从未间断。
正是这种追求极致的专业精神，让

她在一次执行任务中， 成功地为孟加拉

国一位患有先天性心脏病的产妇实施麻

醉， 这也使她成为我海军首位在国外开

展此类手术的医生。

2010 年 11 月， 盛睿方随 “和平方

舟” 号医疗船赴亚非五国执行 “和谐使

命-2010”医疗援助任务。 医疗船刚刚靠

泊孟加拉国吉大港，孟方就来求助，希望

中方能帮忙为一位名叫杰娜特的患有先

天性心脏病的产妇施行剖宫产手术。
“说实话，这个手术的难度很大，当

地医院根本不敢承担这样的风险。”但盛

睿方对自己的专业水平很有信心，“经过

前期会诊， 我相信可以驾驭这样的高风

险手术。”回到舱室，她立刻着手准备，连
夜制定了详尽的麻醉方案和应急抢救预

案， 并通过越洋电话请教了第二军医大

学附属长海医院的同行。
“等到第二天上手术台时，我已做好

了 100%的准备。 ” 为了确保万无一

失，她还和战友们一起，将船上的一些

医疗设备搬到当地医院。在近 20 名中

外同行及媒体记者的注目下， 盛睿方

成功实施了麻醉， 经过两个小时的手

术，杰娜特顺利产下一名女婴。为了感

谢中国医生的 帮 助 ， 她 给 女 儿 起 名

“China（中国）”。

“因为爱你 ，所以支持
你的选择”

看着怀抱女儿的杰娜特， 盛睿方

不禁也想起了自己万里之外的女儿。
荷包蛋、小馄饨、豆腐脑……2004

年，一个平常的周末早晨，上海一个普

通人家洋溢着幸福的味道。这天，盛睿

方刚刚从基层部队巡诊回来， 两个星

期没有见到女儿了， 她一大早就起床

张罗着准备一顿丰富的早餐。
女儿出生后， 盛睿方因为工作关

系常常出差在外， 多是由外公外婆照

料。为此，盛睿方只能找一切机会弥补

对女儿的母爱。
油 焖 大 虾 、 清 蒸 黄 鱼 、 糖 醋 排

骨 ……做完早餐的盛 睿 方 中 午 还 要

再做一顿大餐。开好菜单，盛睿方牵着

女儿的手，一起去了菜市场。
叮铃铃……此时， 盛睿方的手机

急促地响起，“接上级紧急通知， 要求

派一名经验丰富的麻醉医生到驻港部

队执行任务。 ”命令还要求，两小时内

整理好行装，统一出发。盛睿方立刻牵

着女儿往家里赶， 边走边给她擦拭眼

泪。 “收拾东西时太匆忙了，没来得及

想其它的。等我坐上大巴后，才想到这

些年亏欠女儿的实在太多了。”盛睿方

回忆说， 当时眼泪不禁夺眶而出，“别
人问我女儿，妈妈在哪里，她就指着自

己的耳朵说‘在这里’。 因为我经常不

在家，都是通过电话来关心她。 ”
虽然感到愧对女儿， 但军人生来

为事业，大家和小家之间，盛睿方从来

都是毫不犹豫地选择前者。 2009 年，
刚刚从驻港部队回来不久的盛睿方，
又主动请缨参加亚丁湾护航。 2015 年

是女儿参加高考的年份， 但当护航任

务再次需要盛睿方时， 她果断选择了

再次出发，这一去就是 11 个月。
“坦率地说，我不后悔。 既然是一

名军人，就必须服从命令，执行任务。”
令盛睿方欣喜的是，女儿足够独立、坚
强，也逐渐能理解妈妈的苦心。“她说，
我支持你出海去执行任务， 不是因为

你是一名军人， 而是因为你是我的妈

妈。 我爱你，所以支持你的选择。 ”
“我和大海有个约会，我要赴约走

向那美丽的深蓝， 让大海收下我的真

情玫瑰，让歌声描绘出人生的壮美。 ”
作为一名战略转型期海军后勤保障部

门的女性代表，在蔚蓝的世界里，盛睿

方找到了自己为之着迷的事业， 她的

战位就在大海，使命就在大海，而这也

是阔步迈向强军目标中所有海军官兵

的光荣和梦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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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星彩第 17024 期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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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等奖 0 0 元

二等奖 23 17384 元

三等奖 258 1800 元

四等奖 3148 300 元

五等奖 37517 20 元

六等奖 434320 5 元

一等奖基金积累数为：
11138790.99 元

排列 5 第 17055 期公告
中奖号码： 3 6 6 5 0
每注奖金 100000 元

排列 3 第 17055 期公告
中奖号码： 3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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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树立追求健康生活新态度

青年医生学雷锋义诊，思南公馆开起健康学堂

本报讯 （记者唐闻佳）去思南公

馆不仅能喝茶、吃饭，还能听听三甲医

院的医生用诙谐的语言免费给你讲解

健康知识，解答健康疑问，上海交通大

学医学院的一群青年医生赶起了这个

时髦。 正值 “学雷锋纪念日” 来临之

际， 昨天， 上海交大医学院的年轻医

生们走进思南公馆义诊， 这些有 “颜
值”、 有技术的医生很快就收获社区

里的新老 “粉丝”。 原来， 这次学雷

锋义诊是“思南健康学堂”的延伸，两

年来， 这群医生走到百姓中间说健康

那些事， 已成为思南公馆一道独特的

健康文化风景。
中午的思南公馆广场上， 居民知

道有义诊，早早排队候着，路过的白领

也乘着午休来咨询健康问题。 义诊现

场，免费赠送的“思南健康学堂”医学

科普知识光盘成了抢手货。
此次义诊医生的另一个身份就是

“思南健康学堂讲师团”成员。 为倡导

健康生活理念，完善社区健康教育，挖
掘黄浦区和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在地

缘、人文、医学方面的资源优势，2015
年，上海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上
海交通大学医学院和中共上海市黄浦

区委宣传部联合启动了 “思南健康学

堂”。它每月“开学”两次，周日定期“开
讲 ”，已开展活动 26 期 ，邀请嘉宾 34
人次，讲者包括交大医学院青联委员、
上海医疗系统知名专家、 医学人文研

究领域资深学者等。
有别于传统健康科普，“思南健康

学堂”十分有范儿，它以“科普健康知

识，聚焦医学人文，引领健康风尚，提

升生活品质”为宗旨，诸如“掀起睡眠

的盖头来”“那些年我们一起追过的垃

圾食品”“‘肠’治久安”等都是医生们

的讲课主题，他们在讲究知识、传递温

暖的同时， 也希望给听众树立起追求

健康生活的新态度。
据悉，如今的“思南健康学堂”已

经从线下放射到线上，陆续推出“健康

书吧”“健康微课堂”等衍生品，希望借

助 “互联网+”走出思南路 ，让健康知

识惠及更广泛人群。

上海高校首开雷锋主题纪念馆
本报讯 （记 者樊丽萍 ） 昨 天 ，

沪上高校首家以 雷 锋 为 主 题 的 纪 念

馆在上海建桥 学 院 落 成 开 馆 ， 即 日

起 免 费 向 社 会 公 众 开 放 。 据悉 ， 上

海建桥学院的学生将志愿担任场馆讲

解员， 将雷锋精神辐射至更多院校和

周边社区。
在昨天的雷锋馆开馆仪式上， 上

海建桥学院还为校内 28 位 2016 年雷

锋金奖获得者颁发了纯金奖章。 该校

已 连 续 12 年 颁 发 雷 锋 奖 章 ， 共 有

5600 余人分获金银铜奖。

盛睿方 (右） 正在带教实习医生。 本报记者 赵立荣摄

沪沪高高校校建建造造的的

首首艘艘海海洋洋科科考考船船下下水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