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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教卫新闻

新民随笔

“留临率榜首高校”招聘会“上新”

好工作好政策好前景留人才

刚刚过去的“世界读书日”，不

少电商平台启动了图书促销活动，

吸引消费者勤加购物车、尽情买买

买。新书上门，内心的满足感自不

待言。至于这些书什么时候读

完，那是老生常谈的另一个问题。

“买书如山倒，读书如抽丝”，

是不少买书人真实的自我写照；

“书已经买了，为什么还要读”，是

轻微的自我挖苦。谁都知道买书

的终点不该是放着吃灰，但翻过

几页之后，又忍不住往手机瞟

去。一本书拖拖拉拉的，可能要

读上很久。

这种拖拉并非不能改变。前

段时间，重新拾起了上图书馆的

习惯，阅读效率显著提升。难道真的是“书

非借不能读也”？首先，图书馆的书外借期

限是  天，可续借一次，也就是最多  天，虽

然不至于“今日存，明日去，吾不得而见之

矣”，但在一定程度上，截止日期的存在能成

为阅读的动力。

其次，借书、读书、还书、再借书，这一

循环也带来了某种乐趣。仿佛游戏中完成

了某个小任务一般，虽然对主线进度没多

大影响，但有效促进了多巴胺分泌，更不要

说阅读本身带来的收获。

图书馆还有另一重好处。如今在电商

平台购书，往往带着明确的目标，或是被营

销、算法推着走。但在图书馆，没有人给你

“推荐”或“画像”，你可以查找某本具体的

书，更可能与认知之外的某书意外相遇。

在算法编织的安稳世界之外，或许也需要

通过传统的方式，甩开阅读惯性，享受意外

的美好与挑战。

上海的图书馆资源非常丰富，服务也很

便利，值得充分利用。或许有人要问，都去

图书馆借书，买书的人不就少了吗？其实两

者并不矛盾。借来的书有喜欢的，可以购买

收藏、一读再读；迫切想读的书也未必马上

能借到，买书可能更便捷。借书、买书都是

阅读的途径之一，如果通过借阅能养成良好

的阅读习惯，自然就不会“书非借不能读”了。

本报讯（记者 左妍）第三届感染病学术

周（OrientalIDWeek2025）上，上海感染与

免疫科技创新中心（广州国家实验室上海基

地）主任、国家传染病医学中心主任张文宏教

授宣布：国家传染病医学中心与广州国家实

验室上海基地团队的一项最新研究成果，已

在学术期刊《信号转导与靶向治疗》上发表，

标志着我国首次成功获得比美国NIH用于临

床研究的抗猴痘药物更强效、更具广谱性的

新型抗病毒药物，突破了该领域一直没有确

切疗效的抗病毒药物的瓶颈，为未来正痘病

毒（如天花及其同类病毒）的潜在风险做了重

要的技术储备。目前该药物即将进入临床审

批阶段。

猴痘病毒（Mpox）与天花病毒同属正痘病

毒属，自从天花疫苗接种逐渐停止后，猴痘的

发病率在不知不觉中悄然上升。

2022年，由猴痘病毒引发的疫情在全球范

围内迅速蔓延。当前仅有的两种被批准用于治

疗天花的化学药物在紧急情况下也可通过紧急

研究新药（EIND）申请用于猴痘的治疗，然而其

在改善患者关键症状方面效果不明显。

鉴于猴痘病毒和其他正痘病毒对人类健

康的威胁，迫切需要开发更安全、更有效的治

疗方法。广州国家实验室上海基地（上海感

染与免疫科技创新中心）联合国内多家单位

基于之前报道的原药设计并合成了三种新型

前药。张文宏教授表示，这些新型前药不仅

对正痘病毒有效，还对人类腺病毒展现出良

好的抑制效果，为抗病毒治疗提供了新的选

择。广州国家实验室上海基地与国家传染病

医学中心的科学家与临床专家正加快AI筛

选，加快申请临床试验批件和评估该药物对

其他DNA病毒的抑制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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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韵逸趣”国画展日前在

上海理工大学沪江美术馆开

幕。现场，学生不仅可观展，还

能和书画家互动体验，感受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魅力。上海

理工大学借助传统文化内核创

新阅读方式，包括国画展在内

的“墨韵润心，书香致远”系列

活动旨在为师生们打造立体多

元的阅读生态。

本报记者 陶磊 摄影报道

观展互动
多元阅读

AI浪潮中青少年阅读陷诸多困境

新型广谱抗猴痘药物研发成功
张文宏教授：即将步入临床审批阶段

大学生就业关注

教育新观察

2025届上海高校春季促就业系列招聘会

（临港新片区专场）日前在上海电机学院举

行，共吸引350余家企业参与，提供1500余个

岗位。其中，来自临港新片区的企业占七成，

相当一部分是集成电路、高端装备和航空航

天领域重点企业。

“高校服务临港新片区就业育人联盟”供

需对接专项活动23日在上海电机学院同步举

行，吸引了全国19所高校代表参加，助推毕业

生与临港企业高效对接。

好政策减轻双方压力
率先和毕业生“见面”的，是临港新片区

产业布局与人才政策宣讲会。临港新片区

投资促进服务中心客户服务部主任郭延齐

介绍了新片区“4+2+2”产业布局、发展方向

和产业政策。记者了解到，临港的集成电

路、生物医药、人工智能、民用航空等前沿产

业蓬勃发展，对高素质、专业化人才的需求

与日俱增。

据悉，临港不仅有“稳定、透明、可及”的

落户预期，还有各类低成本、便利化、租购并

举的住房保障。例如，新片区对认定的重点

用人单位加大人才落户支持力度，赋予用人

单位更大自主权。重点机构的硕士研究生工

作经历满1年可落户，本科学历学位的核心业

务骨干工作满2年可落户。人才公寓租金低

至30元/平方米/月，公租房最长可租6年。相

关人才可享受连续3年，每个月1000—5000

元不等的租房补贴等福利。

一家临港企业HR负责人给记者算了

一笔账：“一名实习生每月最高能拿5000元

补贴，非沪籍、非沪学校的实习生额外每月

最高能拿1000元交通住宿补贴，企业运营

实习基地每年还有10万元支持。这些政

策既减轻了学生压力，也让我们招人更加

轻松。”

“就业育人联盟”喜扩“朋友圈”
记者还获悉，“高校服务临港新片区就业

育人联盟”发布了2025届高校毕业生“春季促

就业攻坚行动”实施方案。

具体而言，每月发布临港企业招聘需求

100条以上，其中技术研发类岗位占比不低于

60%；推动80%以上成员高校与临港企业建

立稳定人才输送管道；每年组织千名学生在

临港开展就业实习、志愿服务、社会实践活

动；通过AI精准帮扶、重点群体指导及招聘活

动，形成全链条就业服务。

上海电机学院是申城“留临率榜首高

校”。去年4月，其联合国内30余所高校、30

多家临港重点企业及科研机构发起成立了

“高校服务临港新片区就业育人联盟”。联盟

聚焦临港新片区集成电路、人工智能、高端装

备制造等重点产业集群需求，大力推进全国

各类高校培养的毕业生扎根临港，成为服务

国家战略的“人才蓄水池”。

今年，“联盟”成员再次扩容——包括桂

林理工大学等8所市内外高校、上海临科智华

数字科技有限公司等18家企业加入其中。

本报记者 郜阳

如何守护捧书而读的初心

AI浪潮中我们该如何守护那份“捧书而

读”的初心？本周，在上海民办平和学校的“S

阅读空间”揭牌仪式上，作家们共同疾呼：青

少年阅读正陷入诸多困境，当“一键获取信

息”成为习惯，守护青少年的深度阅读，本质

上是守护人类区别于AI的核心能力。

浅阅读挤占思考空间
刚发布的《2024上海市民阅读状况调查》

显示，未成年人日均纸质阅读时长28.06分

钟，仍高于数字阅读，但对比2019年的数据，

已下降12%。更值得关注的是阅读“质量”的

隐忧。儿童文学作家秦文君的一番观察引发

共鸣：“问孩子们最近读什么书，回答多是漫

画、图画书，纯粹文字阅读少之又少。”这番话

戳中了当下青少年阅读的深层困境，深度文

字阅读正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

这种“浅阅读”倾向在AI时代正演变为全

球的思维危机。青年作家戴萦袅分享了她针

对多国青少年做的阅读研究，德国10—17岁

青少年日均沉迷社交媒体157分钟，碎片化表

达导致德语长句理解能力退化；日本九年级

学生面对社论、说明文等非虚构文本时，仅

18%能准确推导作者观点。

技术冲击思维“独特性”
当AI能快速生成流畅文本，青少年正失

去“用文字精准表达独特体验”的欲望。比

如，描写“雨天”常用“阴沉、潮湿”等通用词

汇，而真实的少年可能会写出“雨伞骨架撞在

书包上，像在敲一首走调的歌”。戴萦袅特别

指出，“浅”阅读正在消磨写作的根基，AI技术

也正在冲击思维的“独特性”。

在秦文君看来，AI生成的文字再流畅，也

缺少人类独有的情感温度和生命体验，而这

正是青少年阅读应守护的核心能力。

“收到9000多封小读者来信，3000封在

说‘写作太难’！”秦文君说，不少学生正陷入

“读得多却写不好”的怪圈：读了几十本绘本，

却写不出连贯的日记；背了大量好词好句，作

文依然平淡如水。问题根源在于“被动阅

读”，只接收信息却缺乏思维转化。

读写脱节成普遍现象
秦文君用自己的“乌龙往事”表明阅读能

“滋养”想象力：阅读不应是功利性的任务，而

应是点燃创造力的火种。她幼年时因读《海底

龙王公主》而闯祸，把皮带当海鳗，往家里泼水

造“水晶宫”。“我的父亲并没有责怪我，反而觉

得闯祸也有想象力，是文字阅读赋予的礼物，

鼓励我继续读书。”秦文君还掏出了“作家私

藏”：展示大作家童年写的流水账日记，“莫言、

曹文轩小时候也记‘今天吃了小蛋糕’，关键是

如何通过阅读积累让文字‘生长’。”

据了解，平和学校“S阅读空间”是继上海

宋庆龄早期儿童研究中心、敦煌西关小学之

后，全国第三座正式落地的“S空间”。上海市

民办平和学校、上海宋庆龄学校、上海宝山区

实验小学、上海师范大学附属青浦实验中学

等16所学校入选首批“慧读慧写联盟学校”。

未来，秦文君等作家将带来为期一年的“慧读

慧写优才课程”。

本报记者 马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