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派对

昨 天 ，2018
年上海科技节首

创的 “科学家派

对” 在罗氏制药

公司举行。 派对

邀请了包括陈凯

先在内的十多位

制 药 领 域 的 院

士 、 科 学 家 、专

家、企业高管，与

热爱科学的大学

生、 普通市民面

对面交流。
“科学家派

对” 上观众与嘉

宾零距离互动。
均本报记者

袁婧摄

红毯

2018 年 上

海科技节启动仪

式前 ，20 位 “科

学大咖” 以充满

自信的脚步和朝

气 蓬 勃 的 精 神 ，
在绵绵细雨中走

上红毯， 在写有

“万 众 创 新———
向具有全球影响

力的科创中心进

军” 的背景板上

签名。
中国科学院

院士、 中国科学

院上海技术物理

研究所研究员王

建宇走上红毯。

聚焦上海科技节

■本报记者 沈湫莎

■本报记者 沈湫莎

上海“1+1+1”签约居民已超400万
“世界家庭医生日”主题活动举行

本报讯 （记者陈青）昨天举行的第八个“世界家庭医生日”主

题活动传出消息：上海家庭医生制度建设取得积极成效，“1+1+1”
医疗机构组合签约人数已超过400万， 上海每万人口配备3.3名全

科医生。
本市自2011年启动家庭医生制度试点，2015年随着新一轮社

区卫生服务综合改革，推出了“1+1+1”医疗机构组合签约，居民可

自愿选择一名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家庭医生、一家区级医院、一家市

级医院签约，优先满足60岁及以上老年人、慢性病居民、残疾人、儿
童等重点人群签约需求。

统计数据显示，截至5月15日，全市已签约人数408万人，其中

60岁及以上老年人285万。 签约配套优惠服务中，全市社区卫生服

务中心已累计开具延伸处方139万张。 2017年，本市社区卫生服务

中心门诊服务量占全市三分之一，与市级医院、区级医院呈三足鼎

立之势，市民对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满意度连续两年位居“沪上十

大行业服务质量评测”首位。

展示最新创新创业创客创意成果

蔡达峰出席 万钢通过视频表示祝贺

首届世界创新创业博览会在沪开幕

本报讯 （首席记者樊丽萍） 首届世界创新创业博览会昨天

上午在同济大学嘉定校区开幕。 由科学技术部、 上海市政府指

导， 在 “浦江创新论坛” 框架下， 首届世界创新创业博览会由同

济大学发起， 并与嘉定区政府联合主办。 这场创新创业嘉年华将

持续一年， 集中展示全球创新、 创业、 创客、 创意领域最新成

果。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蔡达峰出席开幕式， 全国政协副主

席万钢通过视频表示祝贺。
能容纳数千人的开幕式场馆名为 “智汇云顶”， 是用高科技

气膜 “吹” 起来的； 前来参展的 111 个中外城市、 企业、 大学和

创新组织的主题馆， 都在集装箱里开馆， 组成了集装箱展区……
以 “创新创业实现梦想” 为主题的首届创博会， 从展区到展品，
创意无处不在。

在 “智汇云顶” 内， 一个名为 “衣/食/住/行/文/娱” 的展区，
吸引了不少与会嘉宾驻足。 这里展出的一件件创新展品， 与人们

的衣食住行等未来生活方式息息相关。 比如， 美国麻省理工学院

媒体实验室和同济大学设计创意学院联合打造了全场最大的集装

箱展馆， 展示最新数据技术在城市未来中的应用。 此外， 由同济

大学自主研制的无人驾驶环卫车、 磁悬浮研究及应用成果等， 也

作为未来交通工具在展区内集中展示。
“大学正在成为创新和创业的策源地， 创新创业也正在重新

定义未来大学。” 昨天的开幕式上， 参展的中外城市、 企业、 大

学和创新组织共同发布了 《世界创新创业宣言》， 呼吁通过创新

创业实现企业、 大学、 城市和组织的无缝协作， 分享人类最新创

新科技、 理念、 模式和案例， 共享创新创业经验、 政策、 市场和

环境， 探索可持续、 富有创意、 包容协调的增长方式， 共同建构

全球创新创业协作社群。
据悉， 首届世界创新创业博览会主会场包括嘉定主会场 （同

济大学嘉定校区）、 杨浦主会场 （同济大学四平路校区+四平街

道）， 活动由 “创博会开幕周” “创新创业主题展” “创新创业

暑期嘉年华” “全球未来主题周” “浦江论坛系列活动” 五大板

块组成。 首届世界创新创业博览会还征集了 111 项创新成果， 将

在会期进行成果拍卖。
中国科学院院士、 浦江创新论坛理事会理事长徐冠华， 上海

市政协副主席赵雯出席开幕式。促合作育创新“幼苗” 树典型造科普“绿林”
上海科普教育发展基金会年均开展 400 余场（次）活动，累计惠及 4000 多万人次

当我们在上海科技馆与最新展品面对

面时；当我们在“上海科技大讲坛”报告厅，
聆听最新科研进展时；当孩子们走上“明日

科技之星”舞台，自信大方地陈述自己的发

明时……这背后是默默支持着上海科普事

业近20年的上海科普教育发展基金会。
记者近日获悉，截至去年年底，上海科

普教育发展基金会已累计募集资金和实物

价值2.7亿元，募集珍稀动物标本、化石等

藏品1000余件， 先后打造20余个科普公益

品牌，年均开展活动400余场次，累计惠及

人群4000多万人次。

支撑上海科技馆跃居“全球第七”
上海科普教育发展基金会的前身是上

海科技馆基金会， 与上海科技馆同一年成

立。 上海科技馆项目启动之初就希望能够

创建新的运行机制，靠自身“造血”生存发

展。上海科普教育发展基金会以“集众人之

力、扬科普之光”为宗旨，通过在全球范围

内征集标本和藏品，积极开展资金募集，支
持上海科技馆发展。

上海科技馆 “走进非 洲 ” 展 区 ， 汇

聚 了 一 大 批 货 真 价 实 的 非 洲 动 物 标 本 。
这700多件价值不菲的野生动物标本， 就

是在科普教育发展基金会与标本收藏家

贝林先生几次合作后 ， 对方捐献给上海

科技馆的。
上海科技馆因为各种鲜活的展品聚集

了人气， 这也使基金会获得了越来越多的

支持。“在2016年国际权威机构评选的全球

最受欢迎博物馆中 ， 上海科技馆排位第

七。 ”上海科技馆馆长王小明说，“其中，基
金会的支持不可或缺。 ”

为创新“幼苗”提供成长的土壤

“创新人才的培养需要土壤， 这片土

壤可能就在校园以外的各种科学机构 。”

有着多年 “明日科技之星” 培养经验的南

洋模范中学科技总辅导员周烨明说。
在中国科学院生化与细胞研究所实验

室， 记者偶遇了两名正在做电泳实验的学

生。 她们戴着蓝色的橡皮手套， 拿着细长

的移液枪在分解蛋白质。
在上海科普教育发展基金会支持下，

由中国科学院院士王恩多领衔 ， 中科院

生化与细胞所同南洋模范中学开展了卓

有成效的科普合作 。 王恩多亲自指导了

四届学生 。 由不同学生团队共同研究的

《百合花粉变应原作用机制研究》 获得上

海市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一等奖 。 而这

样的合作也吸引了更多科学家加入培养

创新人才的队伍。
“明日科技之星 ” “未来工 程 师 大

赛” “未来科技之星” 这些上海市民耳熟

能详的创新大赛， 都是由基金会发起设立

的 。 当上 “科技之星 ” “未来工程师 ”，
已成为上海青少年追逐的目标。

科普教育创新奖带出一片科
普“绿林”

2012年，上海设立科普教育创新奖。这是

为科学家的科普工作而设的最高荣誉之一，
也使科学家和大众都更重视科普工作。

该奖项是我国首个由社会组织举办的综

合性科普奖项，创立之初就设“科普杰出人物

奖”，后又陆续增设“科普管理优秀奖”“优秀

科普志愿者奖”。
迄今为止，已有褚君浩、杨雄里、陈晓亚、

薛永祺、王恩多、张永莲六位院士，以及杨秉

辉、孙兴怀和王韬三位专家被授予“科普杰出

人物奖”，邹世昌院士等一大批资深专家和科

普工作者获得创新奖的表彰。
近年来，在科普教育创新奖的奖励名单中，

各行各业的人都出现了。 王韬是上海市第六人

民医院医生，他成立了“达医晓护”全媒体医学

科普品牌。 七旬科普志愿者李笑和开起了公众

号。 人多了，上海科普的“森林”就长起来了。

上
海
旅
游
公
共
服
务
体
系
再
升
级

十
条
旅
游
新
线
路
开
通
，可
直
达
郊
野
公
园
及
长
三
角
著
名
景
点

本报讯 （记者何易） 市民即

日起可在家门口乘坐 “直达车” 去

郊野公园或长三角著名景点运动休

闲、 享受自然、 呼吸新鲜空气了。
昨天是中国旅游日， 上海市旅游局

向沪上五个旅游集散站点授牌， 这

五个旅游集散站点将集公共服务和

旅游产品销售功能于一身， 成为上

海旅游公共服务体系的一部分。 十

条从集散总站出发的最新旅游线路

同时发布。
新发布的十条线路覆盖上海市

内及长三角热门景区， 所配备的车

型也是最新型豪华旅游大巴， 一些

有特殊需求的旅客还可选择定向房

车出行。 线路目的地包括趣味亲子

游、 绿色生态游、 水乡古镇游等主

题， 设有直接开往嘉定区嘉北郊野

公园、 青浦区青西郊野公园的旅游

直 通 线 路 ， 吸 引 了 大 批 游 客 前 来

“尝鲜”。
记者从上海市旅游局了解到，

2017 年 ， 上 海 共 接 待 国 内 游 客

3.18 亿人次， 接待入境游客 873 万

人次， 是目前中国接待游客最多的

旅游目的地城市。 今年， 上海将完

善提升 20 座综合旅游服务中心功

能， 打造若干服务 “样板间”。 届

时， 这些旅游服务中心不仅提供传

统的旅游信息咨询， 还将增加手机

充电、 清洁饮水、 小件寄存、 轮椅

租赁 、 AED 急救设备 、 旅 游 交 通

组合套票销售等服务， 以便更好满

足市民游客的需求。
去年年底， 黄浦江两岸 45 公

里公共空间贯通。 为了将黄浦江游

览打造成 世 界 级 旅 游 精 品 ， 市 旅

游 局 和 有 关 部 门 借 鉴 国 际 成 熟 经

验 ， 逐 步 实 现 浦 江 游 览 从 单 一 的

“环形返还 ” 向 “沿 途 多 点 停 靠 ”
转 变 。 同 时 ， 在 各 相 关 部 门 协 同

下， 仅用 60 多天就完成了黄浦江

两岸 18 处旅游功能节点道路交通

指引标志工程， 构建了黄浦江 “导
入、 导游、 导出” 旅游标识系统。

梧桐树下老洋房、 老弄堂里石

库门、 百年外滩万国建筑……都蕴

藏着丰富的上海故事。 为了方便游

客对上海城市的探索， 黄浦区今年

在外滩沿线 22 幢优秀历史保护建

筑铭牌上设置二维码， 并为南京东

路街道辖区内 40 幢优秀历史保护

建筑和 10 座里弄制作木制二维码

铭牌。 市民和游客可以扫码阅读中

英文介绍和观赏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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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科学之夜”，披着星光看展览
长风海洋世界等六家科普场馆加入上海科技节开放夜场活动

吃过晚饭， 趁着华灯初上与家人一起

到科学场馆参加一场“科学之夜”活动，这

种感觉有点像一两百年前的夏日花园里，
人们一边观星， 一边接受天文学家的知识

普及。 上海科技节重要品牌活动之一———
“科学之夜”昨天如约而至。

这是一场炫酷好玩的亲 子 科 技 嘉 年

华。 在这里你能聆听距离太阳 4 光年外半

人马座阿尔法星的声音 ， 学会折出能飞

60 米远的纸飞机， 或者和机器人 “大白”
亲密接触。 除了上海科技馆主会场， 还有

六家科普场馆也将开放夜场， 并且将把夜

场纳入常规活动， 让观众可以披着星光看

展览。

外国科技节经典展品集中亮相

今年“科学之夜”特设“一带一路”国际

科普乐园展区，邀请曾在瑞典、挪威、新加

坡等国家科技节亮相的经典展出项目集中

亮相。
一台笔记本、两张小纸片，构成了曾在

斯塔姆斯科技节备受欢迎的经典作品 《星
球的声音》。 笔记本电脑里的八段音频，记
录着半人马座阿尔法星、太阳、长蛇座贝坎

星、白矮星样本等星球的声音。太阳是尖锐

的“滋滋”声，如同电流的噪音，白矮星则是

悦耳的“叮咚”声。
这些星球离我们如此遥远， 太空又是

接近真空的状态，如何捕捉它们的声音？作

品创作者、 来自西班牙的大学教授盖里告

诉记者， 他是通过观察星球表面的物理变

化，结合地球上类似现象产生的波动，利用

计算机合成的音效。 但是合成星球的声音

非常复杂，以目前的观测技术，他也只能合

成 67 个星球的声音。
查尔姆斯数码实验室是瑞典哥德堡国

际科学节的常客。这次来到上海科技节，它
带来了能够搭建的机器人糖果生产线，可

利用机械臂精准抓取， 还有车辆通过时可

自动开合的全自动桥梁等。

多一点思考， 童年趣事蕴
含大学问

五子棋、纸飞机、捉迷藏……这些童年

趣事中也藏着科学秘诀，你能想到吗？ “科
学之夜”让你成为个中高手。

昨天， 新加坡科学中心正在教人们叠

“飞得远”的纸飞机，许多“大朋友”也兴趣

盎然加入其中。 工作人员秀湘拿出 A4 纸，
一边折叠，一边耐心讲解“飞得远”的秘诀：
第一要将飞机头包起来， 第二机翼表面积

要尽可能大 ，第三机翼要朝上翘成 “Y”字

型。秀湘说，现场教学的纸飞机折法是从几

百种折法中挑选出来的，最远能飞 60 米。
如何让孩子提高专注力？ “科学之夜”

提供了一种从图画中“捉迷藏”的方法。 给

孩子一幅画， 让孩子从中找到标记出的小

物件。现场测试发现，最吵闹的孩子 5 分钟

后也能安静下来， 越是心静的孩子找到全

部物件的速度越快，最快的孩子 20 分钟找

齐物件。

“科学之夜 ”扩容 ，披着星
光观展将成常态

往年，“科学之夜” 活动主要安排在上

海科技节主会场。 今年“科学之夜”活动全

面升级， 更多科普场馆将把夜间专场作为

常规活动。
据悉，在今年 7-8 月暑假及 10 月 1 日

国庆黄金周期间，还将举办多场新颖、有趣

的“科学之夜”亲子活动。 目前已确定六家

承办单位参与，分别是东方绿舟、长风海洋

世界、海洋水族馆、城市规划馆、汽车博物

馆、安徒生童话乐园。
汽车博物馆将策划主题为“汽车的前世

今生”的“科学之夜”主题活动。 东方绿舟将

把军事国防、探索星空奥秘、夜访昆虫等主

题融入“科学之夜”。随着越来越多科普场馆

开放夜场， 披着星光去看展将成为常态。

追逐航天梦，什么时候都不晚
日本首位“航天妈妈”现身上海科技节———

生过孩子能上太空吗？ 在太空中会做

梦吗？ 在昨天下午举行的上海科技节特别

活动———“科技大咖与公众面对面： 太空

时代的世界未来” 上， 日本首位 “航天妈

妈” 山崎直子身着深蓝色宇航服， 分享了

自己实现航天梦的难忘经历。
山崎直子曾在 2010 年乘坐美国 “亚

特兰蒂斯” 号航天飞机前往太空， 执行为

期 15 天的太空任务。 当时她已是一个 6
岁女孩的母亲。 山崎直子在现场首先与观

众分享了她成为航天员的历程， 并详细介

绍了实现宇航员梦想的途径和方法。 生于

1970 年的山崎， 成长于美苏竞相开发宇

宙的繁盛时期。 少女时代起， 她就萌生了

航 天 梦 ， 29 岁 时 终 于 获 得 宇 航 员 资 格 。
按照计划， 最多五年她就能上太空， 却因

种种原因， 直到 11 年后， 她 40 岁时才最

终成行。 这 11 年里， 她始终在接受正规

的宇航员训练。 追逐航天梦， 什么时候都

不晚。 山崎直子说： “女性宇航员在训练

过程中不会受到任何优待。” 她接受的是

与男性宇航员同样强度的训练， 担负同样

难度的任务。
太空生活会对人类身体造成什么样的

变化？ 人在太空中也会做梦吗？ 现场观众

对这类问题颇感兴趣。 山崎直子说， 人类

进入太空最难适应的是身体协调系统， 每

天他们都会在太空舱内训练 1-2 个小时保

持身体协调。 有意思的是， 当宇航员登陆

月球只需要 1-2 个小时就能适应月球上的

重力， 但从太空舱回到地球， 则需要 1-2
天才能适应地球重力。 为何有这样大的差

异至今仍是未解之谜。
返回地球后， 山崎直子成了日本万众

瞩目的明星。 此时， 她仍可继续挑战太空

之旅。 然而， 她却在一年后选择离开日本

宇宙航空研究开发机构 ， 回家当家庭主

妇。 昨天， 她的小女儿也来到了上海科技

节现场。 山崎直子透露， 女儿十分羡慕她

的经历， 也以成为科学家为目标。
迄今为止， 中国已有两位女航天员进

入过太空。 2012 年， 我国首位女航天员刘

洋进入太空后， 山崎就向她发来祝福， 希

望她可以在太空执行任务之余， 享受这难

得的 “太空时间”， 并尽可能地与所有中国

人分享这特殊时刻。

■本报记者 沈湫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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