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裴龙翔

阳阳是一名年仅 6 个月的早产儿，在体

质远不如足月儿的情况下，他还患有先天性

胆道闭锁。由于胆汁在肝脏内的滞留，如不

及时进行干预，病情很快将危及生命。

入院时阳阳的体重仅有6千克，如何在这

么小的身体里进行肝移植？入驻位于上海市

嘉定区“械谷”的上海市伤骨科研究所数字医

学团队，利用自主开发的 AI快速三维重建系

统，将患儿的肝脏CT断层图像数据重建成三

维立体模型。这不仅让医生们能够清晰地看

到肝脏内部的血管和胆管关系，还能模拟术

前虚拟肝脏移植手术，定制最合适的手术方

案。手术后，患者母子恢复良好，顺利出院。

与张江“药谷”东西相对的马陆“械谷”，

正在探索“医学+工业”“医院+工厂”“医生+

工程师”等多维度“医工协同”，为破局提供新

的范式。在这里，医生成为创新链的“链主”，

医学最前沿的需求成为创新医疗器械的原研

新动力。

瞄准“未被满足的医学需求”

剥开生鹌鹑蛋壳且蛋壳膜不破，这样精

巧的操作人手尚且不能确保成功，使用手术

机器人却可以，还能实现远程操作。在“械

谷”术锐机器人联合培训中心，体验者可以通

过操作杆远程控制一款单孔腔镜手术机器人

的 4支蛇形手术臂，进行剥生鹌鹑蛋壳操作，

感受手术机器人的精细作业。通过电子屏

幕，还可以清晰地看见生鹌鹑蛋实现壳膜完

整分离的过程，让人过目难忘。

一年之前，瑞金医院赵任教授带领手术

团队正是运用了术锐机器人，完成了全球首

例完全单孔腔镜机器人远端胃癌根治术。

创新的故事从来不是一蹴而就，术锐创

始人徐凯教授在 2014 年就实现了单孔腔镜

手术机器人的重大突破——“可形变对偶连

续体结构”。而在后续的研发阶段，医生们依

据广泛的手术经验，对器械的性能与功能提

出了精细要求，赵任与上海长海医院王林辉

教授介入后，进一步提升了机器人的适用性

和手术效率。

“我们发现原来医学上未被满足的需求

正是创新的原创动力，医护人员成为新生命

领域的主动创新者，带动生命医学相关的产

业共同发展，甚至形成一个创新集聚区提升

区域产业能级，这也是公立医院公益性的更

高体现。”中国工程院院士、上海交通大学医

学院附属瑞金医院院长宁光曾这样表示。在

瑞金医院和马陆镇政府的共同推动下，2022

年 10月，上海械谷创新医疗器械产业园应运

而生。术锐手术机器人的诞生与优化，正是

“械谷”结合创新各方，走出一条从结合到融

合，直至一体化新途径的成功案例。

打通创新链上的“堵点”

我国糖尿病患者人数庞大，但目前国内

外临床应用的血糖检测方式大多是有创伤性

的，常见的有创检测方法基本以采集末梢血

的方式进行血糖检测，长期如此给患者带来

的痛苦和不便是无法忽视的。

“是否能通过无创的手段让血糖监测变

得更加轻松无痛？”一个创新的想法在瑞金医

院内分泌科主任王卫庆的脑海中萌发。与此

同时，“械谷”企业近观科技创始人陈昌及其

团队也正忙于探索生物智能与机器智能的融

合，目标通过微纳技术和生物传感的结合开

发创新产品。于是，临床一线的医生与科研

技术团队一拍即合，双方共同推进无创血糖

检测产品的落地。

在创新研发的过程中，有医护人员表示，

医生临床工作繁忙，如果没有紧密型的研发

团队，经常会使创新想法“昙花一现”或半途

而废。这样的情形在双方的合作中并没有出

现。由瑞金医院内分泌科与近观科技联合打

造的依托拉曼广谱技术开发的无创血糖仪检

测机，于 2022年起在瑞金进行原理性临床验

证，对标金标准达到了血糖仪的国际标准。

通过两轮临床研究，合计 200 多例受试者共

5000 多个数据点，充分验证了其同时拥有

“多人通用、无需校准，准确性高”三大优势。

“堵点”一旦打通，成功的模式随即就得

到了复制和推广，陈昌表示，已与瑞金医院多

个临床科室的交流中，了解到医生在临床一

线的技术难题和需求，利用研究所的技术强

项，在术后体液监测、疾病标志物检测与治

疗、呼出气快检等方面为不同科室的临床检

测或诊断需求提供了定制化的解决方案。

确保创新热度不减

近 3 年来，瑞金医院医护人员申请各类

专利 1000 余项，实现科技成果转化 4.6 亿

元。其中不少就是在“械谷”实现了落地。

目前，除了伤骨科研究所，械谷瑞金创新

中心已吸引包括术锐机器人联合培训中心、

医学芯片研究所等在内的七大研究所和联合

实验室入驻，而这些研究所正是医学和产业

结合、融合的代表。此外，园区还同步谋划了

生物医药“共享实验室平台”，“产、学、研、医”

同频共振，形成集聚态势，解决医疗装备领域

“卡脖子”难题，搭起“成果转化之桥”。

“我们将通过全力打造‘三空间、三节

点’，构建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开放创新生态，

做好‘械谷'的建设与发展。”马陆镇党委书记

陆铁龙介绍说，“到 2025年，把‘械谷’打造成

为全市生物医药产业版图的重要一极。到

2030 年，力争成为国内领先的创新医疗器械

医研转化引领地、高端制造集聚地、产医融合

示范地。”

振奋人心的是，上海市和嘉定区出台了

一系列鼓励和保护医务人员创新以及产医融

合的政策，瑞金创新中心根据最新政策积极

完善医疗机构多层次激励机制，健全收益共

享机制，不断促进医院自研转化和企业承接

医研成果转化有机结合，构建研发生产与推

广应用相互促进的循环发展良性机制。这些

体制机制的革新为上海生物医药产业蓬勃发

展添上了双翼，为孵化一批高能级的生物医

药器械龙头企业，助力创新医疗器械医研转

化产业从“链”到“群”，形成多方联动、协同创

新的产业生态打下了扎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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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护人员与工程师、程序员共同关注“未被满足的医学需求”

上海“械谷”为破局提供新范式
阅 读 提 示

在上海，与张江“药谷”东西相对的马陆“械谷”，正在探索“医学+工业”“医院+工厂”

“医生+工程师”等多维度“医工协同”，为破局提供新的范式。在这里，医生成为创新链的

“链主”，医学最前沿的需求成为创新医疗器械的原研新动力。

本报记者 吴铎思

本报通讯员 朱志升 梁晓杰

蜿蜒曲折的塔里木河横亘在广袤的塔克

拉玛干沙漠中，在塔里木河中上游挺立着数

以万计的胡杨树，它们以耐旱、耐盐碱、抗风

沙的顽强生命力，与流动的沙漠倔强地抗争

着。在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一师阿拉尔市十

四团金杨镇还存在着一片 3万多亩干枯的沉

寂胡杨。

70 年来，兵团第一师就驻守在塔克拉玛

干沙漠北部边缘屯垦戍边，他们以胡杨“生而

不死一千年，死而不倒一千年，倒而不朽一千

年”的顽强拼搏精神，在塔里木河两岸建造出

一片片大漠绿洲和一座座军垦现代新城。

沉睡的胡杨迎来重生曙光

“这些上半部分干枯、下半部分老树皮还

没脱落的胡杨树，在经过生态补水之后，有的

枝丫开始返青，有的从根部或根系长出胡杨

苗……”在十四团金杨镇睡胡杨谷景区，护林

员顾天鹰指着沙包上一棵半秃的胡杨树兴奋

不已。十几年来，第一师阿拉尔市启动重大

生态修复工程，积极推进荒漠化综合治理，不

断扩大森林、湿地、湖泊面积，在保护生物多

样性方面做出了努力。

顾天鹰从事护林工作已有 15 年，“保护

野生胡杨，只有双管齐下，才是最佳的治理方

法。”他说的“双管齐下”，就是保护和补水，

他刚接任护林员时，每天仅限于骑着摩托车

在荒漠戈壁里转悠，查看有没有人破坏胡杨

林、偷猎野生动物。

20 世纪末，社会上掀起“胡杨热”。有人

将枯死的胡杨树干带回家做成装饰物，还有

喜欢根雕的人，偷挖粗大而古老的胡杨树

根。10 年前，顾天鹰在巡护胡杨林过程中，

经常遇到偷运胡杨树干、偷挖胡杨树根现象，

一些尚未完全枯死的胡杨遭受了劫难。

随着林长制全面推行，各团镇加大保护

胡杨的力度，在野生胡杨林区域进出口设置

检查点，杜绝乱砍滥伐行为。

目前，十四团金杨镇地域共有 21万亩国

家级重点公益林，3万多亩干枯胡杨，配置 21
名护林员划分片区管护。顾天鹰担任护林队

队长。“虽然做好了生态保护工作，但补水

才是大事。”顾天鹰说，由于地下水位下降，一

部分活着的胡杨“叫渴”。

农业废水滋养干枯胡杨

2020 年以来，第一师阿拉尔市先后投入

2250 万元，新建塔南二干渠七支干渠生态输

水渠道，在塔南二干渠建成 22公里的护堤工

程。2021年，又在塔南二干渠六支渠新建 3个

新的生态输水口，由原来的 5个增加到 8个，为

生态输水的安全性和多区域性奠定了基础。

十四团金杨镇农业发展服务中心副主任

宋银涛介绍，塔南二干渠已运行 40 多年，主

要向多个团镇输送农业灌溉用水。由于土壤

盐碱化程度高，这些团镇都需要通过放水排

灌的方式，将土壤中的盐碱排走，而排出的水

便成了“农业废水”。

“这些水只是盐碱含量比较高，并无工业

污染成分，而胡杨耐盐碱，不会对其造成危

害。从 2019年开始，我们在塔南总干排新建

闸口，将农业废水引到干枯胡杨边缘进行浇

灌。”宋银涛说。近 5 年的补水，使以前纵贯

胡杨林间的洪沟变成了湿地，十四团金杨镇

增加了 800多亩的水域，天鹅、白鹭、水鸡、野

鸭等鸟类纷纷来这里繁衍生息不仅引来了游

客，枯胡杨也有了可灌溉的蓄水池。于是，十

四团金杨镇挖了一条 8 公里的渠道，向荒漠

深处引水。沉睡的胡杨得到滋润，重获生

机。宋银涛说：“持续进行生态补水，不仅扩

大了湿地面积，还能通过自然洪沟、古河道和

人工水渠，将湿地的水源向周围的干枯胡杨

区域继续延伸。这就是干枯胡杨获得涅槃重

生的关键所在。”

两三百棵胡杨树活了过来

第一师阿拉尔市水利局统计数据显示，

2019 年至 2023 年，十一团花桥镇、十二团塔

南镇、十三团幸福镇、十四团金杨镇 4个单位

国家级重点公益林 36 万多亩累计争取生态

输水量近 3亿立方米。

“这些年，经过生态补水，有两三百棵胡

杨树竟然活了过来。”顾天鹰说。56 岁的他

从小生活在这片干枯的胡杨谷，他听连队

老 职 工 讲 述 过 造 成 数 万 亩 胡 杨 干 枯 的 原

因，主要是上游的克里雅河断流和和田河

改道。

专门从事胡杨研究的塔里木大学教授李

志军介绍，今年初，第一师阿拉尔市水利部门

通过对补水前后沙漠边缘的野生胡杨林区湿

地水域面积变化进行监测，得出水位平均上

涨 20厘米。补水结束后，形成 20多平方公里

的水域，胡杨及野生灌木等植被长势明显好

转，植被覆盖面积增加 20%以上。

谈到干枯胡杨能否复活时，李志军说：

“那些上半部分干枯、下半部分还苟延残喘的

古老胡杨，由于长长的根系深深扎进土层，通

过生态补水后，可以凭着顽强的生命力和强

大的根部吸水能力，一部分能苏醒，重新焕发

生命活力是完全有可能的。”

经过塔里木河流域生态补水，十四团金

杨镇生态环境得到明显改善，马鹿、野兔、狐

狸、野鸡及各种水鸟等野生动物数目明显增

加。盛夏时节，十四团金杨镇天鹅湖湿地公

园湖水荡漾，鱼儿乐游。

生态滋养唤醒沉睡千年胡杨

民 声G

“幼小衔接”该衔接什么？
舒年

暑期已至，目前各地小学入学登记工作已经完成，

但不少家长发现，个别培训机构“幼小衔接”的广告也随

之出现，有的广告中的培训内容涉及小学一年级的知识

点。机构贩卖焦虑，家长也随之摇摆，这个暑假，到底要

不到提前学小学知识。事实上，有关部门已经三令五

申，校外培训机构不得对学前儿童违规进行培训。

儿童的发展既具有连续性，也具有整体性和可持续

性，作为不同教育阶段，幼儿园与小学之间势必存在过

渡，也必然存在衔接问题。但这样的衔接问题并不是靠

“提前学”来解决的，在 6 岁的最后一个暑假过度重视知

识准备，超标教学、超前学习既不符合儿童身心发展规

律，也不符合教育规律。更为关键的是，家长不能把校

外培训机构作为科学完成幼小衔接的主体。

根据教育部发布的《关于大力推进幼儿园与小学科

学衔接的指导意见》，要“改变衔接意识薄弱，小学和幼

儿园教育分离的状况，建立幼小协同合作机制，为儿童

搭建从幼儿园到小学过渡的阶梯，推动双向衔接”。也

就是说，实现幼小科学衔接，需要幼儿园、小学和家长形

成合力，实现“家园校”共育。

从这个角度而言，要排除部分家长对幼小衔接的过

度焦虑，显然要从幼儿园和小学两方面入手，两者主动

衔接。一方面，幼儿园要做好幼儿的小学准备教育，重

视多领域培养，促进孩子身心全面发展，不仅为 9月的小

学入学做好准备，也要为未来的终身发展打下良好的基

础。另一方面，小学要做好入学适应教育，使教育教学

方式与幼儿园教育有效衔接，合力安排内容梯度、教学

进度和课程难度，在学科教育上真真正正做到“零起点”

教学，教好每一名学生，不论起点如何。

幼小衔接需不需要家长呢？当然需要，家长是“家

园校”共育的重要组成部分。但需要的不是家长盲目地

报培训班，而是利用好这个暑假，真正让孩子在生活自

理能力和社会交往能力上做好准备，培养孩子的好品

德、好习惯。毕竟，从孩子们迈入小学校门的那一刻起，

他们未来将要面对的，不只是书本。

“为老爱老 公益先行”研讨会在京举办
本报讯（记者赖志凯）近日，北京半壁店恭和家园美学生

活馆内，“为老爱老 公益先行”研讨会举行。活动旨在通过搭

建高层次的交流合作平台，汇聚行业智慧，探索养老服务的新

模式、新路径，为老年人群体提供更加优质、全面的服务保障。

中国老年学和老年医学学会副秘书长韩军表示，随着老龄

化社会加速到来，养老服务不再仅仅是生活照料，更需要融入

医疗、康复、心理等多方面的专业服务。希望通过为老爱老公

益行动，让家庭、社会对老人的生活、身心灵保持更多的关注。

“目前，在志愿北京平台上，开展为老志愿服务的团队有

近 800 支，已发起相关项目 1200 余个，参与志愿者超 3 万人

次，相关志愿服务时长高达 25 万多小时。”透过一组数据，北

京市志愿服务指导中心副主任王欣分享了北京市志愿者积极

参与养老服务的现状。通过一系列案例分享，她讲述了志愿

服务在养老服务中的独特作用，以及北京市在推动为老志愿

服务方面的创新举措，如建立志愿服务数据库、开展特色志愿

服务项目等。

甬舟铁路两大桥梁取得突破性进展
本报讯（记者刘静）7月 23日，由中国铁建大桥局参与施

工建设的甬舟铁路项目成功达成了两大关键施工节点的既定

目标。分别是桃夭门公铁两用大桥 5 号主墩完成 20 根直径

3.5米钻孔桩的灌注工作和富翅门公铁两用大桥 21号主塔墩

完成 18 根直径 3.0 米钻孔桩的灌注工作，这标志着两座大桥

工程将一齐步入水上施工阶段，为后续主墩承台塔座施工奠

定了坚实的基础。

桃夭门公铁两用大桥是采用三箱分离式设计的混合梁斜

拉桥，也是公铁两用混合梁斜拉桥，其桩基施工历经 142 天，

相较于原定计划，提前 18天完成。富翅门公铁两用大桥是高

低塔公铁平层斜拉桥，并首创了桥塔中穿挑臂式钢箱梁斜拉

桥的结构形式，其桩基施工过程历时 91 天，比原计划提前了

29 天完成。这两座桥梁均在预定的施工周期内提前完成了

施工任务。

7月25日，北京，游客在雨后游览颐和园。
今年暑期，北京各大市属公园细化服

务举措，扩大服务供给，为游客提供遮阳、
免费饮用水、应急救援等服务措施迎接暑
期游园旺季。

与此同时，市属公园和中国园林博物
馆还在暑期推出丰富多彩的系列文化活动
并取消周一文物古建院落、园中园、博物馆
闭园（馆）的规定，全面开放接待。

本报记者 王伟伟 摄

北京市属公园
多措并举迎暑期

“95后”青年返乡当“笋丫头”
颜茜茜在展示公司生产的酸笋（7月23日摄）。
29岁的壮族姑娘颜茜茜是广西柳州市柳江区三都

镇白见村的一名返乡创业青年。2021年，大学毕业后在
机场工作了五年的她，决定辞职回到家乡创业。

当时柳州螺蛳粉产业正迎来快速发展期，螺蛳粉原
材料市场潜力巨大。颜茜茜和父亲颜建条成立了农业公
司，采用“公司+种植基地+合作社+农户+加工厂”的经
营模式，发展竹笋种植、研发、腌制产业，探索传统腌菜产
业规模化、高品质生产新模式。颜茜茜也从“青春靓丽的
航空地勤小姐姐”，转变为“撸起袖子在田间地头和乡村
工厂间勤劳奔走的‘笋丫头’”。

目前，颜茜茜正在筹建一座柳州传统酸笋文化博物
馆，并申报酸笋传统制作技艺传承人。

新华社记者 黄孝邦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