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记者 陆梓华）徐汇滨
江将建起上海市青少年科创体验中
心，市教委将联手世界顶尖科学家

协会联合开展“未来顶尖科学家”评
选……这是记者从昨天举行的上海

市第十六届青少年科技节启动仪式
上获得的信息。

本次科技节由市教委、市科委

主办。即日起至 10月，本届科技节以
“回望百年 崇尚科学 自立自强”为

主题，开展线上线下科技创新实践、
科普基地参观、科学普及传播等活

动。市教委与世界顶尖科学家协会
上海中心签署了上海市青少年科创

教育战略协作框架协议。上海交大
能源科技与未来城市等 4家新增工

作站获授牌。图为上海交大韩挺教
授介绍工作站的工作理念

本报记者 孙中钦 实习生 邓沐阳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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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成报国是很自然的事
今天，计算机辅助药物设计是

新药研发的必备过程，可在 40多年

前，国内在这个领域还几近空白。那
时，考取了中科院上海药物所研究

生的陈凯先，被派到吉林大学学习
量子化学。没想到，上第一堂课，他

就吃瘪了，“老师一句话没说，就用

英语出了道线性代数题。我没学过，
连题目也看不懂，只能交了白卷。”

之后一个多月里，他废寝忘食，硬是
靠课余挤时间自学，补上了这门基

础课程。
在国内读完博士，陈凯先被选

派法国开展访问研究。他克服语言不
通和工作环境不熟悉的困难，发表多

篇论文，为抗肿瘤药的设计提供了新
的理论依据。回国时，陈凯先的行李

里，有一台省吃俭用攒下来的计算
机，那是为药物所购买的，要靠它来

开展药物设计领域的研究。中国驻法
大使馆教育处请他为留学生讲讲为

什么选择回国，他淡淡地说：“我觉得

学成报国是很自然的事。”

把国家需要放第一位
中科院上海药物所祖冲之路园

区，大门口有三棵郁郁葱葱的罗汉

松，那是上海药物所东迁张江、成为
“药谷”首位“创业者”时从浦西原址

移植来的。
1999年，上海市的分管领导和

浦东新区领导找到陈凯先，希望上

海药物所能整体搬迁到张江。可那
时，张江建设总体还不成气候。而上

海药物所原先坐落于岳阳路中科院

的“大家庭”，有人担心今后张江孤
军奋战，该如何发展？还有更现实的

问题：孩子上学、上下班交通……
“困难确实很大，但我们认准了一条

道理———把国家需要放第一位。”陈
凯先拜访所里的老前辈，召开多次

座谈会，最终获得大家支持。中科院

上海药物所也成为第一家整建制搬
迁至张江的国家级生物医药核心研

究机构，对张江吸引更多机构落户
起到强大的示范效应。

药物所东迁张江后，药物代谢

研究中心、中药创新中心等如雨后
春笋先后在张江拔地而起，生物医

药创新研发的技术链与国家创新药
物研发技术平台体系逐步建立起

来。同时，上海药物所自身也在张江
这块改革开放的热土上快速发展。

小药片事关人民福祉
陈凯先回忆，从新中国成立到上

世纪 90年代，国内药物研究和医药

产业的科技水平与发达国家有很大

差距，“我们生产的药品绝大多数是

仿制国外的产品”。可随着中国加入
世贸组织，无偿仿制药品成为“过去

时”。加强自主研发，成为摆在科研
人员面前的“华山一条路”。

进入新世纪后，国家研究制定
《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划纲要（2006-

2020）》，酝酿布局一批国家重大科

技专项。陈凯先牵头起草把新药研
究列为重大科技专项的建议书，并

征集了百余位两院院士署名支持。
“当时也有一些专家不赞成，认为小

小的药片凭什么进入重大科技专
项？可在我看来，药片虽小，却和人

民的福祉息息相关，也和国家的科
技创新、产业发展和生物安全息息

相关。”他坚定地说。
此后，陈凯先担任《重大新药

创制》国家重大科技专项总体专家
组成员和技术副总师。专项交出了

一份令人满意的高分答卷———中
国原先位于新药研发的世界第三

梯队，如今已来到了第二梯队的靠
前位置。

这位同行眼中的“战略科学家”
并不服老，下一个目标已摆上案头：

到 2035年，新药研发要实现从“模
仿式创新”到“原始性创新”的转型

升级。 本报记者 郜阳

让国人用上中国人研制的好药
———记中科院院士、上海药物所药物化学家陈凯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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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居民楼顶饲养群鸽， 鸽粪经

常空袭四周，邻居们躲避不及，晾
衣服战战兢兢。 鸽主是信鸽协会

的会员，虽有搭棚养鸽资质，但确
实扰民多年，邻居苦不堪言。 相似

剧情近些年在申城多次上演，最
近又出现在一个老式居民区内。

前不久， 本报还独家报道了

邻里之间的一种新型纠纷———为
表达对楼上邻居的不满， 买来震

楼器连续骚扰 5年。

养鸽人和震楼人， 都忘了一

个“让”字。 当个人兴趣爱好与他
人切身利益产生冲突时， 不知收

敛和退让； 当楼上楼下因生活琐
事发生纠纷时，不懂协商和忍让。

坚决“不让”，邻里关系便每况
愈下，一僵持就可能是五年十载。

其实，学会“巧让”，往往可以
化干戈为玉帛。 比如最近有一封

写给楼下弹钢琴邻居的信， 就做

出了一次良好示范。

信的大意是： 无意干涉您弹
钢琴的行为，但能否斗胆请求，不

要总是弹两首曲子， 不要总是弹
错音？ 实在有损聆听您弹琴时的

感受。 这位自称“老王”的热心邻
居还附上了指导意见和两份乐

谱，引来众多网友留言。 有人称赞

其为“中国好邻居”，有人调侃字
体不规范，有人想跟“王老师”学

琴， 还有人分享被隔壁各种乐器
初学者“魔音贯耳”的经历。

原本可能激化的又一场 “震

楼危机”，由于一次妥帖而专业的

“巧让”，画风被扭转得幽默温馨，

善意满满。

“被让”的一方，也别总觉得
理所应当，而要有“投桃报李”的

心态。 比如，步行过马路被机动车
让行时， 能不能收好手机快走几

步， 再朝司机方向挥挥手或竖个

大拇指？ 带婴儿搭飞机时，哭闹声
可能影响他人， 会不会提前准备

一些耳塞、糖果或致歉卡片，分发
给周围乘客？

城市和谐发展同样离不开
“让”字。 低楼层居民多一些理解

谦让， 高楼层居民多几分感恩回
馈，“多层住宅加装电梯” 的民生

工程就能推进得更快。 家门口的
公交站在线网优化调整时要撤

销，有利于降低线路重复率，减少
道路拥堵。 出让少数人的利益，换

取多数人的畅通，让不让？

徐汇滨江将建青少年科创体验中心

夜色渐浓，中科院
上海药物研究所一间
实验室还亮着灯，这是
中科院院士、药物化学
家陈凯先还在忙碌。年
过古稀的他，最大的愿
望是———实现更多“从
0 到 1”的突破，让中
国人用上中国科学家
研制的好药。

▲

陈凯先（左二）在指导学

生实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