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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多云到阴，傍晚前后转阴有时有雨，早晨有轻度霾 温度:最低4℃ 最高12℃
东到东南风4-5级 明天阴有阵雨 温度:最低8℃ 最高13℃ 偏东风转偏北风3-4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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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市委书记陈吉宁近日会见了英国

汇丰集团主席杜嘉祺及集团董事会成员一行。

陈吉宁介绍了上海经济社会发展最新情

况。他说，当前，我们按照习近平主席为上海

发展擘画的宏伟蓝图，加快建设“五个中心”，

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中充分发挥龙头带动和

示范引领作用。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前沿阵

地和深度链接全球的国际大都市，上海正着

力以制度型开放为重点推进金融高水平对外

开放，欢迎汇丰集团等国际金融机构把握发

展机遇，发挥自身优势，围绕科技金融、绿色

金融、普惠金融、养老金融、数字金融等重点

领域深化合作对接，创新金融产品、拓展金融

业务、推动机构集聚，更好助力上海国际金融

中心建设。上海将全力营造市场化、法治化、

国际化的一流营商环境，完善对接机制，倾听

企业需求，提供便利服务，不断增强政策执行

的有效性、清晰性、针对性，支持企业在沪实

现更好更大发展。

杜嘉祺表示，这次率集团董事会成员到

访中国上海，充分感受到中国上海取得的经

济社会发展成就。汇丰集团对华投资有着坚

定承诺，上海是集团的核心业务市场，也是未

来发展所在，愿更好发挥所能、分享国际经

验，聚焦绿色低碳、科技创新、养老服务及企

业走出去等方面深化金融合作，完善金融支

持，助力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取得新进展。

市领导李政参加会见。

陈吉宁会见英国汇丰集团主席杜嘉祺及集团董事会成员

深化合作对接助力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

■ 敦煌情，是习近平总书记文化情怀的生
动写照，更是面向未来的深谋远虑——“只有全
面深入了解中华文明的历史，才能更有效地推
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更有力地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建
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

■习近平总书记对古老文脉矢志不渝的保
护，让登得上城楼、望得见古塔、记得住乡愁的
文化长卷在中华大地上徐徐展开，让中华民族
现代文明的前景无限荣光——“我们的文化在
这里啊！是非常文明的、进步的、先进的。将来
传下去，还要传五千年，还不止五千年”

习近平的敦煌情

 刊第二版

不设门槛、年龄不超过35岁是唯

一“硬指标”，推出仅三年却成为上海

竞争最激烈的青年选拔计划——昨

天，第三届上海科技青年35人引领计

划（简称“上海U35”）颁奖典礼在科学

会堂举行，面向世界科技前沿、经济主

战场、国家重大需求、人民生命健康四

大领域评选出的35位35岁以下的青

年科创人才及15位提名奖获得者闪

耀亮相。

这群经过院士专家层层选拔脱颖

而出的年轻人，有着各不相同的“优

秀”：有人从小就是学霸，有人到高中才

“开窍”；有人幽默风趣，有人严谨较真；

有人还是单身，有人已有“二娃”……

如果一定要从他们身上找一个“最大

公约数”，那么在刚刚踏上科研之路的

学生时代碰到一位好导师，则是他们

坚定理想、优秀“出圈”的关键。

导师三顾茅庐：“你就是
那个对的人”

“徐老师，诺奖实验室都还没做出

来的课题，我能行吗？”

“我想了很久很久，你就是那个对

的人。”

“这话您跟多少人说过？”

“我保证你是最后一个。”

这段堪比相声的对话，发生在中

国科学院上海药物研究所最年轻的独

立课题组长段佳和她的导师徐华强身

上。28岁的段佳是上海U35推出三

年来最年轻的入选者，她的研究方向

是G蛋白偶联受体，2012年诺贝尔化

学奖就颁给了该领域研究者。G蛋白

偶联受体是当下最主流的药物靶标，

约1/3的临床药物作用于这一靶点，

但至今能够成为药物靶点的G蛋白偶

联受体不足15%，全球许多顶尖科研

团队都在尝试从中找到更多“潜力

G”，徐华强课题组就是其中之一。G

蛋白偶联受体激酶如何调控受体信号

转导是领域内一个遗留的最关键科学

问题，徐华强课题组在这个问题上已

经“死磕”了近十年。

当徐华强找到段佳，希望她接过

这支接力棒时，她非常坚决地拒绝

了。毕竟这个时候，距离她博士毕业

只剩半年。为此，徐华强前后找段佳

聊了三次，可谓“三顾茅庐”。看着导

师满脸的诚意和坚定，段佳最终接下

了这个“烫手山芋”。因为这个课题，

段佳博士毕业后继续留在徐华强实验

室做助理研究员。之后的8个月，她

如同走在迷宫里一直碰壁。

段佳从小就是个“碰哭精”，每当

感到焦虑、迷茫时，她就会跑到导师办

公室，往往说着说着，段佳的眼泪就流

下来了，这是她释放压力的方式。“徐

老师对我来说如师如友亦如父，他总

会站在我的角度考虑问题，鼓励我，帮我出主意。”她说。

科研的惊喜往往就在多挥一下铁锹之后。2021年9月，段佳

的小团队在《自然》上发表了她作为第一作者的第一篇文章。截

至目前，她已经发表了9篇论文，其中3篇发表在《自然》上。中科

院上海药物研究所为她连破三级，让她从助理研究员直接升级成

为课题组长。在考虑究竟是独立出来做课题组长还是留在导师

实验室继续攻读博士后时，段佳其实有过犹豫，这时徐华强推心

置腹的一番话又对她的选择起到了关键作用。他说：“成为课题

组长，可以做自己想做的事，你还年轻，有充足的试错机会。”

“现在年轻人的机会比以前多了许多。”段佳说，接下来，她

想要做论文的“下半篇文章”——去研究如何将她发现的机理应

用于药物研发。

“干得不错”支撑他度过艰难时刻

先是获评《麻省理工科技评论》“35岁以下科技创新35人”，

今年又斩获上海U35，上海交通大学化学化工学院副教授张智

涛的科研之路可谓惊喜连连。他的研究方向是柔性高分子发光

材料，可用于构建下一代柔性、可拉伸、高分辨率的电子皮肤发

光显示器。 ▼ 下转第五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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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沈湫莎

上海是一座社科界群星璀璨、名家辈出的城市。深入推进
国际文化大都市建设，增强文化影响力和吸引力，加快提升文
化软实力，要用好上海社科资源这笔宝贵财富。本报今日推出
4个专版，分别介绍上海市第十六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
4位学术贡献奖获得者——孙关宏、周振鹤、朱威烈、朱瑞熙。

孙关宏作为改革开放后中国政治学的开拓者之一，在中
国政治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教材体系建设上贡献突出；周振
鹤发展了历史政治地理学诸多概念及研究范式，在中外文化交
流与语言接触研究领域也有突出建树，他主编的《中国行政区
划通史》被认为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部学术意义上的行政区
划变迁通史，也是继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之后最重要
的历史地理学成果；朱威烈倡建中国特色中东学、构建中国中
东研究话语体系，为建设中国自主知识的阿拉伯学和中东区域
国别学，以及深入推进中阿文化合作和人类文明交流互鉴作出
突出贡献；朱瑞熙是中国宋代政治制度研究的主要奠基者，他
汇聚一批宋史研究者，整理出版了大量宋人文集、《全宋笔记》、
方志和碑刻等一系列文献，为中国古代史研究作出重要贡献。

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自2004年起设立每两
年评选一次的学术贡献奖，颁发给对学科建设、学术发展作出
重大贡献，在学界享有广泛影响和崇高声誉的上海学者，被视
为上海哲社理论界的“终身成就奖”，至今已有38位学术大家
获此殊荣。这份沉甸甸的名单代表着上海哲学社会科学的高
度、广度和深度，折射着当代学人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使
命担当。

本报今推4个专版介绍学术贡献奖获得者

当前，数据作为与土地、劳动力、资本、

技术等生产要素并列的“第五要素”，其在

数字经济发展中日益展现出惊人的爆发

力。对上海而言，“五个中心”建设要实现

从“量”到“质”的跃升，就必须强化各类要

素资源——包括数据要素的全球配置能力。

今年上海两会，“数据”并不意外地成为

一个焦点话题；最受关注的就是上海如何通

过推进高水平改革开放，充分释放数据价

值，打破瓶颈，使数据充分赋能产业，提升城

市竞争力。记者注意到，不少建言甚至直接

提出，上海应对标国际最高标准，建设国际

级数据枢纽，并且要在数据制度创新方面形

成“上海方案”“上海范式”。

数据“加速跑”凸显瓶颈难题

自从2020年数据经中央文件确立为新

生产要素，其在上海两会上的“曝光率”就持

续上升，今年则又创新高。以市政协收到的

提案为例，今年案由中“数据”这一关键词高

频出现，与“医疗”“科创”“金融”等热词处于

同一水平线，甚至超过了“养老”和“交通”的

热度。

事实上，伴随数字经济的发展，数据要

素的基础性、战略性作用日益凸显。2022年

底，《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构建数据基础制

度更好发挥数据要素作用的意见》（通称“数

据二十条”）发布，系统布局数据基础制度体

系的四梁八柱。上海作为国内数据要素制

度创新及生态建设的领先地区，先后组建上

海数据交易所、上海数据集团等主体，探索

数据要素价值的实现方式。其中，上海数交

所作为国内第一家以“交易所”命名的数据

要素流通平台，2023年交易额突破10亿元，

累计挂牌数据产品已达2000个。而在产业

发展方面，数字经济目前占上海地区生产总

值（GDP）比重已超过50%，规模和渗透率全

国领先。

技术和产业的发展，使得与数据相关的

管理和实践出现一定程度的滞后。在市经

济信息化工作党委副书记张义看来，与全市

大数据产业3800亿元的规模相比，目前上海

数据要素交易依然处于较低水平，一个因素

是全市可供流通交易的高质量数据集数量

偏少，交易环境不够完善，而更重要的是，数

据流通还缺少合适的利益分配机制。数据

要充分体现价值，就需要在特定场景中流

通、应用——比如，机票的销售数据，如果能

与航班目的地的酒店、旅行服务等结合，就

能直接带来业务增长，但这种结合需要为数

据跨界流通探索出合规的模式、合理的价

格。但目前，相应规则依然比较缺乏。

东方财富信息股份有限公司党委书记、

副总经理陈凯认为，促进数据流动还需要

在数据的分级分类、确权、估值等方面进行

探索。在全球范围内，这些问题也都是共

性难题。 ▼ 下转第五版

数据已成为与土地、劳动力、资本、技术并列的生产要素，
上海须强化数据要素资源全球配置能力

激活“第五要素”爆发力 赋能“五个中心”高质量
■本报记者 张懿

锣鼓喧天，龙狮起舞——昨天一早，上

海市群众艺术馆一派热闹景象：这边厢，书

法家们一字排开，为市民写春联送春联；那

边厢，年俗主题市集开市，不仅集结了中国

结、剪纸、糖画、棕编、面塑、绒毛编、麦秆烫

画、蛋雕等众多传统手工艺，还新增了航海

邮局、海派连环画、易拉罐雕刻、迷你年宵

花等趣味民俗体验活动。“团团圆圆照相

馆”也再度换颜开张，邀请人们来复刻的老

照相馆拍一张全家福。

而新开幕的第十八届海上年俗风情

展，则为办年货提供了实实在在的参考。

过年如何吃得“落胃”、穿得“登样”、出客送

礼“捂心”？展览用近4万字的故事、逾250

张照片、40件藏品，呈现上海人家关于过年

购物的真实体验和有趣风俗。现场观众表

示，打开这份“魔都新春购物指南”，年味扑

面而来。

看起来“鸡毛蒜皮”，却串起
了年节动人的烟火日常

新春团聚，准备年菜是“头等大事”。

本次展览就从菜场逛起，呈现了海派腌腊

的壮观景象：腊肠咸肉、咸鸡咸鸭、风鹅门

腔、鳗鲞、青鱼干、黄鱼干……来自五湖四

海的腌腊“艺术品”齐聚一堂。

近些年，随着家中“掌勺人”的结构和

需求变化，上海菜场经历了不少焕新改

造，变得越来越干净、便利、智慧，在留住

大都市这份难得的烟火气和人情味的同

时，逐步走向了精致化。从1991年第一家

现代意义上的超市出现在上海，到如今衍

生出各式各样的形态，申城的超市承载着

各个年龄段人们的需求和不同类型的生活

场景——街区超市，为人与人营造奇妙的

社交关系；仓储式大卖场，提供一站式购物

狂欢； ▼ 下转第二版

第十八届海上年俗风情展如约而至

打开“魔都新春购物指南”，年味扑面而来

上海市群众艺术馆内年俗活动吸引观众驻足。 本报记者 叶辰亮摄

■本报记者 李婷

政府工作报告龚正市长在市十六届
人大二次会议上作的——

 刊第三、四版

 刊第九至十二版

   件（套）文物呈现
文学家之外的鲁迅

 刊第四版

“瀛洲药农”牵挂
万里之外的开花结果

 刊第五版

沪产藏红花引种西藏萨迦县
经历首个高原冬季考验

“鲁迅的艺术世界”展日前在中共

一大纪念馆专题展厅开幕，展示了鲁迅

丰富的艺术收藏和精神世界。

本报记者 袁婧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