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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项可以筛查肝癌早期征兆的前沿

检查技术，不到一年时间，从设备安

装，到技术培训、落地应用，直至进入

日喀则市人民医院体检中心的公众体检

服务菜单，来自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

内镜中心的胡健卫医生是见证者。对这

位消化道早癌亚专科领域的专家来说，

看到新技术引进日喀则，倍感欣慰。

新技术助力消化道早癌筛查

肝脏弹性成像超声检查是胡健卫的

前任——第八批援藏医疗队的李峰医生

申请引进日喀则的新技术。去年 11

月，所需设备安装到日喀则市人民医院

消化科住院部。今年春节前，胡健卫牵

头联系派出单位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

消化科，为日喀则的医生举办肝脏弹性

成像线上培训，对标准检查流程和报告

解读作了详细讲解。

在日喀则市人民医院消化科住院

部，近七成患者是肝脏类疾病。肝脏弹

性成像是一种较新的肝脏超声检查，可

以定量地评价肝纤维化程度，或者简单

地说，判断肝脏的硬度。它能准确预测

肝硬化的发生，预判包括肝癌在内的肝

硬化并发症的发病风险。而且，这种

检查是无创的，不会产生伤口，也不

会在身体内放置异物，应用起来非常

灵活方便。

赶在春节前进行培训，就是为了让

技术尽快落地。很快，这项技术在消化

科得到应用。今年6月，日喀则市人民

医院体检中心也开展了肝脏弹性成像检

查。有相关基础疾病的患者可通过体检

评估肝硬化程度，通过定期随访评估，

有效预防肝癌的发生。从公共卫生与慢

性病防治的角度，惠及更广大群众。

内镜手术造福高原群众

在日喀则市人民医院，胡健卫担任

消化科及内镜中心主任，开展消化内镜

的医学教研工作，把“中山内镜”特色

技术带到高原，帮助当地医生掌握内镜

技术。

胡健卫带领团队广泛开展多种内镜

新技术。比如，结肠内镜黏膜下剥离

术，针对结肠早期癌和癌前病变，利用

特殊的内镜器械，剥离病变所在黏膜；

内镜下胃全层切除术，也是针对胃肠黏

膜下肿瘤进行治疗的手段；食管支架置

入术，是针对晚期食管癌患者进食梗阻

的问题，一定程度上可以提高患者的生

活质量。

在上海援藏专家的努力带教下，日

喀则市人民医院的内镜技术日趋成熟。

以经内镜逆行胰胆管造影 （ERCP） 取

结石技术为例，它是内镜诊疗中操作难

度较大、技术含量较高的操作。过去一

年内，日喀则市人民医院已完成数十例

ERCP治疗，其中包括对低龄儿童胆梗

阻患者的无痛取石治疗。

打造一支带不走的队伍

援藏医疗队推行“师带徒”工作

制，为的是打造一支带不走的队伍。胡

健卫也带教了3位徒弟。在和他们分别

谈话后，他为徒弟们确立了各自的发展

方向。他立下规矩，每天要带教一名学

员进行操作或查房，每周要给学员进行

一次理论讲课，每季度要安排一名学员

外出学习一周。

一年中，3名学员分别到上海、济

南等地，参加了上海国际内镜研讨会和

全国胃癌年会。针对薄弱短板，胡健卫

安排他们到中山医院进行进修深造。这

对学员开拓视野、提高技术、理解最新

学科进展都起到了很大作用。除了传授

技术，胡健卫还带领学员开展科研活

动，组织申报市级及省部级课题，获得

了日喀则市自然科学基金的立项。

胡健卫：“中山内镜”落地高原服务病患

 胡健卫（中）

在手术中。

（受访者供图）

■本报记者 沈竹士

人物小传

胡健卫，复旦
大学附属中山医院
内镜中心消化道早
癌亚专科主任、硕士
研究生导师，曾获国
家科技进步奖二等
奖、上海市科技进
步奖一等奖，援藏
任日喀则市人民医
院消化内科主任。

排列5第24208期公告

中奖号码：97371

每注奖金100000元

排列3第24208期公告
中奖号码：9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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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超级大乐透第24090期公告
中奖号码：

02+03+06+28+33 07+11

一等奖 6 10000000元
一等奖（追加） 2 8000000元
二等奖 82 180349元
二等奖（追加） 22 144279元
三等奖 148 10000元
四等奖 598 3000元
一等奖基金积累数：

871435469.91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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享誉全球的华裔科学家、诺贝尔

物理学奖得主李政道先生走了。当地

时间2024年8月4日凌晨2时33分，

在美国旧金山家中，他在睡梦中安然

逝去，享年97周岁。

他在科学上拥有非凡成就，31岁

时以“弱相互作用中宇称不守恒理论”

与杨振宁共同获得1957年诺贝尔物

理学奖，并在量子场论、基本粒子理

论、核物理、统计力学、流体力学、天体

物理等诸多领域多有建树，对当代物

理学作出了杰出贡献。

他对祖国始终怀有一颗赤子之

心，曾促成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少年

班”的建立、设立“中美联合招考物理

研究生项目”（CUSPEA），还建言设置

博士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等制度，并

围绕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极力助推中

国高能物理发展。

他倡导科学与艺术交融，将科学

思想融入艺术创作，留下诸多内涵丰

富、意蕴隽永的传世佳作。

“细推物理须行乐，何用浮名绊此

身。”李政道先生特别推崇杜甫《曲江

二首》中的名句，他用一生践行。

科学大师
创纪录的诺奖速度，  

岁还在写论文
中国科学院外籍院士、第三世界科

学院院士、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美国

艺术和科学院院士、意大利国家科学院

院士……李政道先生一生所获荣誉不

计其数，但最令人称道的，是他与杨振

宁一起斩获诺奖的速度——13个月。

1926年11月，李政道出生于上海，

因此一直保持着上海口音。身逢战乱，

他不得不辗转求学。16岁时，他通过

自学考上了当时在贵州办学的浙江大

学，后又转学至西南联大物理系。时

任西南联大物理系主任吴大猷惊异于

这个“不到二十岁的胖胖的孩子”，“思

维敏捷的程度大大异乎常人”。

1946年秋，吴大猷推荐李政道前

往美国芝加哥大学学习。一次，在“美

国氢弹之父”泰勒的量子力学课上，他

很快解答出了一道极难的题目。泰勒

发现，这名中国学生的解题思路竟然

比自己的还好，对其大加赞赏。

1956年，30岁的李政道晋升为美

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创下该校创建

200余年来“最年轻教授”的纪录。然

而，仅仅一年之后，他又创下了另一项纪

录——与杨振宁共同获得诺贝尔物理学

奖。从提出弱相互作用中宇称不守恒

原理到获得诺贝尔奖，只用了13个月。

获得诺奖后，李政道开始更深层

次的多领域课题研究。1957年起，他

与杨振宁、黄克孙研究了玻色硬球系

统的统计，同时和杨振宁建立了统计

物理中多体问题通用理论框架。

直到86岁退休前，李政道还在发

表研究论文，最后几篇论文几乎都关

于中微子。

赤子之心
为中国的人才培养科学

发展，竭尽全力
曾任中国高等科学技术中心秘书

长的柳怀祖是李政道一家的挚友，85

岁的他用“赤子之心”来形容这位一辈

子的朋友，“先生非常执着、虔诚、热

心，而且实在”。

在柳怀祖印象里，只要文书中不

是一定要用“中国”的地方，李政道总

会使用“祖国”，“从1972年第一次回

国后，他就为中国的人才培养、科学发

展，竭尽全力”。

1979年，中国刚刚迎来改革开

放，李政道发起并亲自组织了CUSPEA

项目，历时十年让近千名中国学子赴美

国求学。柳怀祖回忆，当时，李政道先

生顶着巨大压力，一个一个地联系美

国教授，让他们接受来自中国的优秀学

生——而且有一个附加条件，那就是要为

这些学生提供博士期间的全额奖学金。

在CUSPEA稳定期，每年有约100

名中国学生赴美留学，仅设想一下李政

道为他们进行对接的工作量，就已是惊

人。曾经，他的夫人秦惠 与秘书一起

去投寄相关信函，结果塞爆了哥伦比亚

大学的邮箱，引来了邮局工作人员的抗

议。于是，他们只能带着没寄完的信函

去更远的邮局投寄。

李 政 道 曾 与 柳 怀 祖 粗 略 估 算 ，

CUSPEA争取到的教育经费不下1亿美

元。为了确保这批中国学子全身心地投

入学习，他坚持不允许CUSPEA资助的

学生勤工俭学。

“在CUSPEA实施的十年中，粗略估

计每年都用去了我约三分之一的精力。

虽然这对我是很重的负担，但我觉得，以

此来回报给我创造成长和发展机会的祖

国母亲和老师是完全应该的。”李政道曾

在《我和CUSPEA》中写道。

“是李先生手把手把中国高能物理

研究带到了世界前沿。”中国科学院院

士、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所长王

贻芳说，如今还在运行的北京正负电子

对撞机能在上世纪90年代得以建成，离

不开李政道先生的鼎力支持，“无论是技

术路线还是人员调动，可以说，离开他的

努力，几乎是不可能建成的”。

柳怀祖透露，就在离世前几天，李政

道留下遗言，要回归故里，落土为安。“先

生早在2000年就嘱咐为其立下墓碑，做

好了身归祖国的打算。”

艺术之道
科学和艺术相通，是一枚

硬币的两面
“艺术和科学的共同基础是人类的

创造力，它们追求的目标都是真理的普

遍性。”这是李政道先生在其主编的《科

学与艺术》一书中表达的创见。

身为一名物理学家，李政道对艺术

一直抱有浓厚的兴趣。2000年访沪时，

他在接受本报记者专访时提到，他于

1946年前往美国留学，在学习、研究之

余，曾前往美国、欧洲一些大城市的博物

馆参观，慢慢接触到了优秀的艺术作

品。尤其是在1963年，他在伦敦大英博

物馆旁一个画廊举办的当代中国画展

上，第一次领略到了中国画的精粹。

自此，李政道就不断思考科学与艺

术之间的关系。在他看来，它们都是人

类的创造，都在寻求真理的普遍性，而且

都是跨时间、跨空间的——只要有人类，

就会去探究自然的奥秘，就会有科学；同

样地，只要有人类，就会有情感，也就一

定会产生艺术。所以，李政道把艺术和

科学看作是一枚硬币的两面，两者是相

通的，“科学可以从艺术中汲取营养，寻

求创新思路”。

为此，李政道在上海推动开展“科学

与艺术展”，直至现在还在上海交通大学

的李政道图书馆举行。2002年，他前往

中国科学院上海硅酸盐研究所参观该所

的古陶瓷课题组，看到高科技烧制的仿

古瓷器，连声说“了不起”，还欣然为课题

组的科窑作坊手书题字。

著名华裔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李政道在美去世，一生怀有一颗赤子之心

只要提到中国，他必会称“祖国”

■本报记者 许琦敏

“李政道先生是一位顶级战略科

学家，为了助力中国科技和高等教育

事业发展，帮助中国培养更多高层次

人才，他殚精竭虑，不避艰辛。”听闻李

政道先生逝世的消息，中国科学院院

士、上海交通大学李政道研究所所长

张杰感慨万千。

张杰被李政道称为“忘年之交”。

在张杰眼里，李政道先生不仅与上海有

着不解之缘，对上海交大更是寄予厚

望。2011年，张杰担任上海交通大学校

长期间，李政道在上海旧居中，与张杰

数次“秉烛深谈”之后，有感于上海交通

大学发展之不易以及独特的育人理念，

遂决定将毕生所藏手稿、信件、书籍和

艺术作品等档案资料和位于上海宛平

路的旧居无偿赠与上海交大。其后，李

政道图书馆、李政道研究所陆续成立。

昨天，张杰接受本报记者采访，回

忆了他和李政道先生的交往点滴，以及

这些年来先生留给上海的珍贵财富。

昔日上海旧居，如今是
科学家汇聚之所

上海，宛平路47号，在这栋小楼

里，如今依旧会定期举行“CUSPEA之

家”论坛，国内外的科学家汇聚在一

起，分享各自的研究成果，共同探讨科

技发展最前沿问题。这里曾是李政道

和夫人秦惠 的旧居，据说，李政道当

年捐给上海交大时，房屋的水电费单

上还写着他的名字。

CUSPEA（中美联合招考物理研究

生项目）由李政道亲自设立并推动，这一

项目连续10年为我国和世界培养了近

1000名高层次物理学人才，也成为中美

大学合作交流的重要突破。

出生于上海的李政道，对沪上的科

技和教育发展事业十分关注。1972年，

李政道偕夫人回到阔别多年的祖国，抵

达的第一站就是上海。1974年，他重回

上海，调研了上海的高校后，深感祖国的

基础科研之薄弱，于是向中央写信，建议

要大力加强基础科学人才的培养工作。

张杰回忆，“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李政

道先生多次在我国科技与教育事业发展

的关键历史时刻，向我们党和国家领导

人提出重要的方向性建议。这些建议大

部分被采纳，助力我国科教事业快速发

展，少走了不少弯路。”

在过去几十年中，李政道对上海高

校始终保持着高频的学术访问。1998年

1月23日，李政道用私人积蓄在复旦大

学等首批四所高校设立“秦惠 与李政

道中国大学生见习进修基金”。到2018

年，有六所高校设有该基金，培养“ 政

学者”4070人，其中女性学者2228人，占

比55%。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仅沪上复旦

大学和上海交通大学两所高校“ 政学

者”的数量就占总数近一半。

建“中国的玻尔研究所”，
圈定前沿方向

今天，位于张江的上海交通大学李

政道研究所汇集100余名国内外的科学

家，正不断产出重要的创新成果。这个

成立于2014年的研究所，承载着李政道

先生多年的梦想，那就是“中国科学家应

该为人类作更多的贡献”。鲜为人知的

是，李所成立至今，李政道每年都会给张

杰以及李所的同事们写信，描绘他心目

中的李所的理想图景。

张杰记得，李政道早年和他交流时

曾多次谈到，中国应该有一个对标玻尔

研究所的研究机构。上过大学物理的人

都知道丹麦哥本哈根大学的玻尔研究

所。丹麦是个小国家，但在上一次科技

革命中发挥了非常重要的引领作用。其

中，发挥旗舰作用的，就是玻尔研究所。

在整个20世纪量子科学发展乃至整个

物理学的发展过程中，玻尔研究所都发

挥了奠基性的重要作用，事实上引领了

“第三次科技革命”。

2014年底，李政道图书馆在上海交

通大学落成时，李政道在和张杰交流中

达成了一致：中国应该且需要有一个像

玻尔研究所这样的研究机构，汇聚一批

世界级物理大师、培养一批世界一流的

青年科学家，在基础研究方面解开目前

仍不可理解的那些宇宙奥秘，为人类文

明进步作出更大贡献。中国发展到今

天，有了雄厚的实力，建设这样的研究所

正逢其时。

李政道的建议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

的高度重视并予以落实。“李所的研究方

向，也是李政道先生亲自确定的，主要研

究宇宙中的极大与极小现象之间的联

系，研究暗能量和暗物质的实质究竟是

什么、如何实现量子计算等根本性问题，

希望能聚焦最基本的科学问题，在对支

配宇宙的最基本规律的探索方面作出重

要贡献。”张杰说。

推动科艺融合，大力培养
创新型人才

李政道图书馆，如今也成为沪上积

极推动科学与艺术交融的科教中心，这

里保存着李政道与李可染、吴作人、黄

胄、华君武、吴冠中、常沙娜、袁运甫等艺

术大师合作创作的18幅画作。

“李政道先生曾为这些艺术家讲解

某个物理前沿最新的突破，再由这些

艺术家进行创作。有的艺术家一次没

听明白，他就再讲，直到激发艺术家

的灵感为止。因此，这些画作，其实

也是李政道这位科学大师与那些艺术

巨匠联袂的创作。”让张杰难忘的是，

李政道曾多次谈到科学与艺术的关

系，他认为，“科学是对自然界的现象

进行创新的准确的观察和抽象，这抽

象的总结就是自然定律。艺术是用创

新的方法唤起每个人的意识或潜意识

中深藏着的情感。艺术和科学的共同

基础是人类的创造力，它们追求的目

标都是真理的普遍性。”

2013年，李政道捐资设立“上海交

通大学李政道科学与艺术讲座基金”，以

科学为题，举办科学专题研讨会及全国

性的艺术作品大奖赛，进一步推动科学

与艺术融合及创新，培养科艺融会的创

新型人才。

李政道留给上海的珍贵财富
■本报记者 姜澎

▲李政道曾为本报“科

技文摘”专刊题词：文和报的

汇集，艺与科的结合。

（资料照片）

▲李政道位于上海宛平

路的旧居。

（上海交通大学供图）
制图：张继

（上接第一版）

为海内外人才营造最佳环境

上个月，新加坡人钟儒育拿到临港

新片区试点签发的首张电子口岸签证，

成为第一位持我国电子口岸签证入境的

外国人。通过临港新片区“国际化人才

特聘”机制，钟儒育经过3轮面试，成为

临港新片区管委会金融贸易现代服务业

发展首席战略官。

杨武告诉记者，“国际化人才特聘”

是今年临港新推出的引才措施，他们与

专业猎头合作，瞄准全球人才，并提供具

有国际竞争力的薪酬。除了金融贸易

外，另一个热招岗位是跨境数据流通国

际化人才。

在周子寒看来，临港的国际创业环

境、全方位的政策扶持，以及工作人员热

情专业的服务，都令他感受到临港对于

国际人才求贤若渴的满满诚意与信心。

他的创业故事也如同一颗种子种在留学

生圈里，不少留学生都对临港这片热土

充满兴趣，积极报名参加推介会、与工作

人员接洽联系。

“自2019年揭牌成立起，临港新片区

在国内人才引进落户、外籍人才停居留、

人才安居保障方面逐步形成政策比较优

势。”杨武表示，针对海内外人才，临港新

片区陆续发布一系列政策措施，支持留学

人员创新创业，如设立留学人员创业园，

提供工商注册、政策咨询、公司运营、金融

财税等便利服务；突破面上外籍人才身份

和条件限制，提供5年居留许可、在华永

久居留“直通车”渠道，放宽2年及以上工

作许可便利；提供境外人才参加国内职

业资格考试和备案执业“绿色通道”等。

融通世界的临港，恰到好处的生活。

借助临港新片区人才落户、安居保障等一

系列政策优势和便利化措施，金辙和同事

们都把家安在了临港，不仅通勤成本大

大降低，随着临港商业布局日益完善，朵

云书院、临港演艺中心等文体设施上新，

年轻人的幸福感也在不断提升。

“生活在临港很有家的归属感。”金

辙说，社区经常举办各式各样的文化交

流活动，孩子喜欢学习上海方言，父母则

对插花体验很感兴趣。

“年轻的城”广邀年轻人追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