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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届“戏曲·呼吸”上海小剧场戏
曲节， 将有七个剧种的八部作品陆续上
演， 充分体现全国各地当代戏曲人对传
统文化的传承发展与探索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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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护生命的人，本身也需要被呵护。

今年，专门奖励优秀青年医生的

“银蛇奖”恰好迎来30岁生日。生活在

这座城市的我们，理应送上一份诚挚

的祝贺。你可以认为，这个奖属于一

个特定群体、是专门颁发给医生的荣

誉，但请相信，因为这个奖的存在，因

为它持之以恒的30年，我们的生命多

了一份有力的保障。

“银蛇奖 ”很神奇 ：本身名气不

大，拉动的明星效应极大。作为上海

市卫生系统青年人才的最高荣誉 ，

“银蛇奖” 主要颁给40岁以下的青年

临床医生。过去30年，从两院院士、名

医大家、首席科学家、学科带头人，再

到知名医院的掌门人、医学研究机构

的管理者……一大批今天的医界翘

楚，一个个如雷贯耳的名字，都是“银

蛇奖”获得者。有人统计，这些年来从

“银蛇奖”走出的中国科学院、中国工

程院院士就达七人。

“银蛇奖”很暖心：等级不算高，

却自带温度。要知道，在这个世界上，

比锦上添花更可贵的是雪中送炭。很

多医生回忆起职业路上的冷暖，估计

多少会产生 “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

的感怀。不难料想，一位医生只要立

足行业、成名成家之后，荣誉鲜花会接

踵而至，走到哪里都不缺机会、不缺掌

声。但任何一位名医，都是从平凡走向

不凡的。 尤其是在最初走上从医路的

那几年，不仅寂寞、辛苦，而且有时可

能还倍感压抑、迷茫甚至无望。

其实，何止是名医，任何一个年

轻人要出人头地，要练就独当一面的

才干， 都需要平台和机会。“银蛇奖”

30年前的横空出世，就是为了解决青

年医者们所遭遇的“成长的烦恼”。上

世纪80年代的沪上医疗界，论资排辈

气氛颇浓。彼时，一批优秀的青年医

者从海外学成归来，碍于当时的体制

机制，“大树压小树，阳光照不到”。年

轻人难出头，这个结怎么解？应运而

生的“银蛇奖”就像一道曙光，让很多

年轻医生心头一暖。正如“第一桶金”

会成就很多优秀的企业家，对医生来

说，职业道路上的“第一级台阶”踏上

了，以后的路就好走多了。

“银蛇奖”很鼓舞人心：投资年轻

人，就是投资未来。正视青年医学人

才“成长中的烦恼”，不吝啬对他们的

帮助与扶持，就是在为医疗行业的未

来发展积蓄力量和希望。

在业内， 很多人历数这些年的

“银蛇奖”得主，还会提及一则佳话，

大家称之为“二等奖现象”。原来，“银

蛇奖”设有一二三等奖和特别荣誉导师奖。好几位德高望重

的院士、名医，当年冲击“银蛇奖”时都曾屈居二等奖、甚至

三等奖。上海交通大学副校长、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院长、

中国科学院院士陈国强，1999年，年仅36岁的他摘得“银蛇

奖”二等奖。回首19年前，他坦言，当时站在台上有点“小失

落”，但也因为有了这一段拿奖的经历，他对医务界有了更

清醒的认识：尽管自己很优秀，但山外有山、人外有人。

须知，医者的“仁心”是需要被呵护的，“仁术”是需要不断

历练的。给沪上优秀青年医者带来荣光和激励的“银蛇奖”，也

始终在鞭策他们“不忘初心、追求卓越”。 茛 下转第三版

支持美丽健康产业集聚发展
李强会见出席国际化妆品大会中外嘉宾

本报讯 市委书记李强昨天下午会见了出席2018东方美谷

国际化妆品大会的部分中外嘉宾。

李强说，上海作为中国最大的经济中心城市，是世界知名品

牌进入中国市场首选地之一。当前，我们正在全力打响“上海服

务”“上海制造”“上海购物”“上海文化”四大品牌，加快建设国际

消费城市，支持美丽健康产业集聚发展。今年推出“上海扩大开

放100条”， 将进口非特殊用途化妆品备案制改革试点扩大至全

市，推动做大化妆品国际贸易平台。 茛 下转第三版

上海舞台为七个传统剧种现代演绎鸣锣开道
上海小剧场戏曲节来了！全国各地戏剧人将在长江剧场比武比艺，呈现多元探索之路

本报讯 （记者黄启哲） 第四届 “戏曲·

呼吸” 上海小剧场戏曲节将于12月5日至13日

在长江剧场举办。 作为主办方， 上海戏曲艺术

中心与本报日前联合宣布， 将有京剧、 昆剧、

越剧、 淮剧、 瓯剧、 黄梅戏、 梨园戏七个剧种

的八部作品陆续上演， 充分体现全国各地当代

戏曲人对传统文化的传承发展与探索创新。

创办于2015年的上海小剧场戏曲节， 以

“戏曲·呼吸” 为主题， 希望戏曲人吸入传统精髓

与当代理念， 呼出小剧场戏曲新鲜气韵。 三年

来， 平台极大地促进了青年戏曲人与当代青年

观众之间的交流， 成为年末上海演出市场的热

点话题。 而由本报和上海戏曲艺术中心主办的

专题研讨会， 也为小剧场戏曲从学术定义到发展

现状、 再到未来市场潜力提供真知灼见。

据上海戏曲艺术中心党委书记、 总裁谷好

好介绍， 本届戏曲节收到各地院团申报剧目

共25部 。 而各地也对戏曲节发出展演邀约，

今年就有不少海外业内人士前来观摩， 谋求深

入合作。

此次参演的八部作品， 有上海本土院团

近年的新创作品 。 上海京剧院的新编京剧

《青丝恨2018》 尝试用倒叙的手法， 重新解构

敫桂英与王魁耳熟能详的故事。 上海昆剧团

的原创昆剧 《长安雪》， 则在呈现昆曲传统的

程式唱腔外， 融入一些默剧、 相声元素。 上

海越剧院的实验越剧 《再生·缘》， 不仅在剧

中采用西洋乐器与越剧唱腔呼应， 同时以当

代视角审视越剧经典人物孟丽君， 探讨现代

女性如何把握自身命运。 茛 下转第三版

让百姓家门口医疗服务不输三甲医院
上海率先推动大学医学院与医疗机构共建，积极探索家庭医生服务新模式

嘉定区南翔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日前正

式成为 “同济大学医学院附属南翔镇社区卫

生服务中心”。由大学医学院参与共建社区卫

生服务中心，这在我国尚属首创，也是上海创

新家庭医生服务模式的一个缩影。

截至今年，上海已组建以区域医联体、专

科医联体为主要形式的40余个医联体，涵盖所

有三级医院及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眼下，上海

已不满足于简单的医联体建设，而是尝试通过

更进一步的改革，努力用技术、服务“多跑路”

换取病人及家属“少跑路”，让更多居民在家门

口享受与三甲医院同样优质的医疗服务。

社区医院 “更名 ”，居民收获
“小确幸”

前缀被冠以 “同济大学医学院附属”，意

味着南翔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以下简称“中

心”）与上海市第十人民医院、同济医院等全

市现有的四家“同济系”三级综合性医院成了

“兄弟单位”， 这让附近居民对 “家门口的医

院”充满了期待。

先是美国内布拉斯加大学医学中心的三

位专家走进社区，通过门诊带教、临床案例分

析等活动， 向中心家庭医生展示国外全科门

诊标准化接诊流程与诊疗经验。不久后，来自

德国汉堡的多位医疗专家到该中心分享了德

国家庭医生的自我管理体系。

依托于同济大学医学院的平台， 中心如

今常常能见到大专家出诊， 扎根社区的家庭

医生也可定期前往同济医院参加教学门诊、

病例分析等活动。 南翔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主任仇燕青说， 希望通过这种医学院与社区

医疗机构共建的模式，培养更多会看病、能科

研、善管理的国际化全科人才。

为扩大家庭医生制度的影响力， 在调研

了周边居民的需求后，中心决定发展康复、中

医诊疗等特色医疗。截至今年10月，该中心常

住人口签约人数近三万，60岁以上签约人数

近两万，签约率节节攀升。

家庭医生从 “一个人” 变成
“一个团队”

从最初家庭医生“1+1+1”签约，到“长处

方”“延伸处方”政策的实施，再到搭建各类平

台让家庭医生提升能力，如今，家庭医生手中

的“武器”越来越多，本领越来越强，这也对他

们提出了新要求。

茛 下转第三版

■本报记者 李晨琰

培育“良种”激发活力
聚焦高新技术产业发展、跨境研发便

利化、知识产权保护等重点领域，上海自
贸试验区与上海张江国家自主创新示范
区联动发展，可谓亮点不断、精彩纷呈。

“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制度一落地，

张江的医药企业立马尝鲜，今年和记黄埔
刚拿下一个“首创”，还有众多“储备军”蓄
势待发，再鼎医药、华领医药、百济神州等
都有新药纳入这项改革。

更多改革突破着眼于创新生态圈的
形成———作为区域性股权市场运营机
构， 上海股权托管交易中心服务上海自

贸试验区发展，探索金融创新，助力科创
企业发展壮大； 发明专利审查从三年缩
短到三个月， 实用新型从一年缩短到一
个月 ， 外观设计从三个月缩短到一
周———中国（浦东）知识产权保护中心已
在快速获权、快速确权、快速维权方面向
前迈出一大步， 知识产权保护机制也在
为创新提速……

原有的限制被打破，曾经的束缚不再
有，上海自贸试验区培育出的制度“良种”

将持续提升市场化配置功能，激发出源源
不断的创新活力。

制度创新让首个本土创新药快速上市

五年来，上海自贸试验区和张江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
“双自联动”，源源不断释放改革红利

上海自贸试验区张江片区今年喜事连

连：2月，远心医疗的单道心电记录仪获批上

市，尝鲜“医疗器械注册人”制度试点；9月，

“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 ” 制度首批试点企

业———和记黄埔拿到自主原研创新药呋喹

替尼胶囊的上市许可……

这一连串喜事透露着同一个信息：制度

创新打破了原有阻碍，让科技创新释放出更

多活力，这正是“双自联动”———上海自由贸

易试验区和张江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联动

发展的应有之义。

呋喹替尼是首个在国内发现、研发并获

批的治疗结直肠癌的抗肿瘤新药。“如果没

有上海自贸试验区探索的‘药品上市许可持

有人’这项制度创新，中国第一个本土研发

创新药不会这么快上市。” 和记黄埔副总裁

吴振平对此深有感触。

张江被称为中国的“药谷”，目前拥有国

内最完备的生物医药创新发展生态，集聚着

众多创新型研发企业。但在过去，受制于原

有生产许可与上市许可“捆绑”的新药审批

制度， 一大批原始创新成果迫于产业化压

力，往往被过早转卖，有的甚至因为缺乏后

续资金而难以为继。

“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试点为医药研

发企业松了绑。“研发企业作为药品专利持

有人， 可以找寻外包生产厂商进行生产，不

再需要投入大笔资金单独建厂。从此，我们

就能把有限的资金、时间、精力全部投入到

研发中，这是制度创新带来的改革红利。”吴

振平说。

上市许可和生产许可相分离，大大降低

了新药产业化的门槛和成本，激发出药品研

发机构和科研人员的创新积极性。 截至目

前，浦东新区已有32家企业申请药品上市许

可持有人制度试点， 试点药物51个品种，其

中31个为I类创新药。

今年， 这项制度创新的模式拓展到医疗

器械领域， 同样打破了注册与生产两大环节

“捆绑”限制。远心医疗的单道心电记录仪是全

国首个按注册人制度获批上市的产品，上市时

间比法定时间提前近一年，时限缩短82%。

“受益于制度创新的突破，我们至少节

省下100万元左右的生产性投资， 从正式受

理至准予上市仅用26个工作日。”远心医疗

注册总监张清淳告诉记者 ，原有的 “捆绑 ”

模式影响了创新研发和持续提高产品质量

的热情，“如今， 医疗器械企业可以合理配

置生产资源，降低成本形成良性互动循环，

最终惠及更多中国患者。”

■记者手记

■从1个到12个： 形成
对外开放新“雁阵”

■制度创新的苗圃：大
胆试大胆闯自主改

■新起点再出发：建设
新时代改革开放新高地

■本报记者 唐玮婕

图为张江国际创新港。 本报记者 袁婧摄

迈向新时代改革开放新高地
———自贸试验区建设5周年回眸

2013年9月，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正式挂牌。

5年来，从1个到12个，从沿海到内陆，从28.78平方公里
到120平方公里再到海南全岛， 自贸试验区的扩围升级
跑出加速度，也跑出广度和深度

展望未来，自贸试验区制度创新蹄疾步稳，创新成果
不断涌现，努力将其建成新时代改革开放新高地，必将带
动形成更高层次改革开放新格局

荩 刊第三版

“上海制造”：

进博会提供升级提示

■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巡礼⑩

中国漆器珍品：

上博首次系统展出
荩 刊第五版

《玉天仙》剧照

《青丝恨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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