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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讯 （记者 马亚宁 郜阳）

坚定信心，以创新服务新发展格局；
坚持“四个面向”，增强创新第一动

力；夯实基础研究，产出更?“从 0

到 1”的创新……习近平总书记在

科学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连日
来在上海科技界引起强烈反响。备

受鼓舞的上海科学家和科技工作者

们纷纷表示，要以更大的信心、更强
的意志攀登科学高峰，为上海建设

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作
出自己的贡献。

今年是上海形成科创中心基本
框架的交账年，也是上海“十三五”

科技创新规划的收官年，上海市科
技系统将按照要求，确保全社会研

发经费支出占全市生产总值的比例
达到 4.0%、基础研究经费支出占全

社会 R&D经费支出比例达到 10%

等目标任务圆满完成。市科技工作

党委书记刘岩说，习近平总书记在
科学家座谈会上的讲话又一次为科

技创新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
作为上海科学家代表，中国工

程院院士、上海交通大学校长林忠钦
在座谈会上认真聆听了总书记的讲

话，备受鼓舞。他表示：“要第一时间

把会议精神带回去，和大家一起深
入学习，牢记嘱托，不断落实总书记

的讲话精神。”令他印象最深刻的是，
总书记强调要持之以恒加强基础研

究，加大基础研究投入，创造有利于
基础研究的良好科研生态，“相信通

过科研工作者的共同努力，我们一定
会在国际上掌握更?科研话语权。”

在座谈会上发言的清华大学交
叉信息研究院院长、中国科学院院

士姚期智，今年 1月出任上海期智

研究院院长、上海树图区块链研究

院首席科学家，带领团队在沪开展
前沿科技研究。他的学生、上海树图

区块链研究院院长龙凡博士说：“听
了总书记的讲话，我很受鼓舞，有了

更大的动力从事计算机科学基础研
究。”龙凡说，我国应加强基础研究，

因为它是科技创新的策源力所在，

“对于我们研究的区块链底层技术
和系统，只有底层技术取得突破，区

块链的交易成本才能大幅下降。”
“我们要坚持把创新作为引领

发展的第一动力。”中国科学院院
士、中国科学院上海分院副院长、张

江实验室脑与智能科技研究院院长
张旭表示，通过全社会共同努力，中

国科技在一些前沿领域开始进入并
跑、领跑阶段，当创新闯入“无人

区”，更需要整合优化科技资源配

置，狠抓创新体系建设。眼下，张江

实验室正在不断寻求体制机制上的
突破创新，充分利用各方资源，进行

优化组合，围绕若干战略目标，开展
电子、光子、生命科学、医学、信息等

交叉学科研究，推动重要领域关键
核心技术攻关。

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过程中，

广大科技工作者在治疗、疫苗研发、
防控等?个重要领域开展科研攻

关，为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
会发展提供有力支撑。总书记在座

谈会上向广大科技工作者表达感
谢，令上海之江生物董事长邵俊斌

十分感动，更激发起努力前行的豪
情。他表示，要始终牢记人民健康的

需求，以此鞭策自己和团队不畏艰
险，勇攀高峰，不断前进。疫情期间，

他带领团队快速研发出新型冠状病

毒核酸检测试剂盒。目前，之江试剂

盒可一次性完成最? 48 人/?检
测，最快一小时出结果，而团队正在

向更快速的检测进军。
市科委主任张全表示，习近平

总书记在科学家座谈会上的讲话高
屋建瓴、振奋人心，对上海科创中心

建设具有重要的战略指导意义。上

海科技创新工作将以此为契机，坚
决贯彻落实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

神，坚持“四个面向”，以强化科技创
新策源功能为主线，系统谋划、前瞻

部署，聚力突破、久久为功，全面提
升科技供给的能力和水平，助力打

造国内大循环中心节点和国内国际
双循环战略链接，为经济社会高质

量发展和人民高品质生活提供有力
支撑，为我国建设世界科技强国勇

当“开路先锋”、贡献“上海力量”。

    本报讯 9月 11

日至 12日，由上海
市委副书记、市长龚

正率领的上海市代
表团，在贵州省委副

书记、省长谌贻琴的
陪同下，深入遵义市

的产业扶贫项目园

区、易地扶贫搬迁安
置点等，察看对口帮

扶举措推进情况，全
力帮助遵义打赢打

好脱贫攻坚收官战。
上海与遵义自

2013年开展扶贫协
作以来，在人才、劳

务、产业等领域实
施了 651个项目，目

前对口帮扶的 8 个
贫困县已全部脱贫

摘帽。
产业帮扶是增

强“造血”功能的关

键举措。上海水星控
股集团在凤冈县因
地制宜发展蚕桑种

养殖和丝织品等生
产，提供 500?个就

业岗位。龚正指出，
要促进农业养殖、工

业加工与旅游、网售
联动，实现一二三产

业融合发展。

易地扶贫搬迁
有助于实现精准脱

贫。代表团来到凤冈县最大的易地

扶贫搬迁安置点，入驻这里的企业
设立了 8家扶贫车间，帮助 400?

名困难人员实现就业。上海还援建
了社区儿童之家，开展专家义诊。杨

昌平一家是建档立卡贫困户，搬迁
后开起了小卖部。龚正和一家人拉

起家常，询问生活情况，希望他们日

子越过越好。
文旅资源是脱贫攻坚的有力抓

手。在上海的帮扶下，湄潭县金花村
大清沟组群众把茶山变成了“金

山”。龚正与茶农亲切交流，祝愿乡
亲们实现生产美、生态美、生活美。

代表团还前往红军山烈士陵
园，向革命烈士纪念碑敬献花篮，并

瞻仰了遵义会议会址。
上海市领导彭沉雷、贵州省领

导时光辉参加考察。

    习近平总书记在科学家座谈会上重要讲话
在上海科技界引起强烈反响

以更大信心更强意志攀登科学高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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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偶遇开启“大胜”

目光坚毅、腰板笔直，尽管退
役?年，吴胜荣在举手投足之间总

还保留着军人的气质。回忆起当年
创办大胜公司的经历，吴胜荣笑着

说：“促使我产生这个念头的，是在
广交会上的一次偶遇。”

一次在广交会现场，吴胜荣看

到老外拿着一只防尘口罩，当时中
国在防尘口罩生产方面处于空白

期，吴胜荣觉得这是一个机遇，于

是从老外那里拿了一个样品，回家
后开始思考如何制作，并在市场上

寻找原材料，亲自开模、打样、设计
制造的小机器，最终研制成功。“越

是空白，越意味着蕴含无限商机，
市场上没有的东西就要大胆尝

试。”吴胜荣说。正是凭借这样的勇
气与韧劲，吴胜荣开启了他的“大
胜”之路。

2000年，公司成功完成大胜口
罩欧洲的 CE认证，大胜口罩正式

踏上国际舞台。至今已开发 130?
个口罩品种，获得 68个国家专利、

230?张国际认证，产品销往 70?
个国家和地区。2019年，“大胜牌”

口罩获评“中国民族振兴品牌”。

复工最早响应最快
走进大胜公司的生产车间，第

一印象是安静有序。“几个月前，这
里的工人两班倒，机器 24小时不

停歇，大家都铆足了劲，最大负荷

生产，空气中弥漫着紧张气氛。”吴
胜荣说，“今年 1月 21日，新闻通

报新冠肺炎疫情，我一听情况可能
严重了。”疫情一来，一定会造成口

罩等防护用品的短缺，之前公司的
产品 100%出口，此时库存也已全

部清零，工厂刚刚放假，怎么办？

“我立即召集公司保安、驾驶
员、保洁员等后勤人员，再加上车

间主任和机械工程师等共十余人，

开动 5条生产线，连续拼了两个通

宵，备好 12万只防疫口罩。”吴胜

荣回忆，那一阵子每天只能睡上两
三个小时，“我心里只有一个信念，

就是快点，再快点。疫情十万火急，
车间同样是战场，必须冲锋陷阵。”

在上海口罩企业中，大胜公司是复
工最早、响应最快的一家。吴胜荣

还果断暂停了所有产品的出口，全

力满足国内需求，同时承诺公司生
产的口罩绝对不涨一分钱。

疫情期间，大胜公司接到钟南
山院士出资购买 2000 只 N95 口

罩捐给加拿大机构的订单。吴胜荣

表示“我们不卖，必须捐赠”，并加
班加点于次日就完成订单并发货。

吴胜荣说，随着国内疫情控制

持续向好，如今出口海外的订单已
恢复日常供货，满足全球市场需求。

争做世界口罩大王
企业未来如何传承？吴胜荣

说：“我的初衷是把大胜公司打造

成‘百年老店’，打造成经得住国际
市场竞争和世界经济风浪的优秀

的中国民营企业。目前，公司的传
承接班已圆满完成。老厂房的扩建

即将完工，4.5万平方米的现代化

新厂房也将开建。未来，公司要向
着成为中国的 3M、世界的口罩大

王这一目标努力奋斗！”

见习记者 赵菊玲

拼通宵让国货口罩快速供应抗疫战场

    吴胜荣出生在松江一个普通
的农民家庭， 小学都没有读完就
结束学业，在生产队里放牛、赶鸭
子、捉泥鳅，后经过培训，担任村
大队的“赤脚医生”。1973年，吴胜
荣入伍，第一年就入了党，1977年
退役后回到松江， 先后到镇武装
部、当时的松江电视台工作，也曾
在外资企业工作过。1997年，吴胜
荣创办大胜卫生用品制造有限公
司，现任公司董事长。 2020年，他
被评为上海市“最美退役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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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讯 （首席记者 左妍）前

天，国家卫生健康委办公厅发布
《探索抑郁症防治特色服务工作方

案》，从筛查、预防到治疗，给出一
套综合的解决方案。消息一出，立

即引发广泛关注和热议。抑郁症筛
查，无论纳入学生体检，还是纳入

常规孕检，都体现了国家对精神健

康的关注，也体现了有关部门贯彻
预防为主的医疗方针。

世界卫生组织最新估计，全球

约有 3.22亿名抑郁症患者，我国抑
郁症患者约有 4680万人，并呈逐

年上升态势，伴随低龄化趋势。

《方案》提出总体目标，到 2022

年，在试点地区初步形成全民关注

精神健康，支持和参与抑郁症防治
工作的社会氛围。公众对抑郁症防

治知识的知晓率达 80%，学生对防
治知识知晓率达 85%。抑郁症就诊

率在现有基础上提升 50%，治疗率

提高 30%，年复发率降低 30%。
针对青少年、孕产妇、老年人、

高压职业等重点人群，《方案》要

求，各个高中及高等院校将抑郁
症筛查纳入学生健康体检内容，

建立学生心理健康档案，评估学
生心理健康状况，对测评结果异常

的学生给予重点关注。中学、高等
院校均设置心理辅导（咨询）室和

心理健康教育课程，配备心理健康

教育教师。
抑郁症防治知识应作为孕妇

学校必备的科普宣教内容，提高孕
产妇及家属防治意识。将孕产期抑

郁症筛查纳入常规孕检和产后访
视流程中，由经过培训的医务人员

或社工进行孕期和产后抑郁的筛

查追踪。
同时，精神卫生医疗机构应指

导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结合家庭医
生签约服务、老年人健康体检，每

年为辖区老年人开展精神健康筛
查，对于经心理测评有抑郁情绪的

老人提供心理咨询和及时转诊。

国家卫健委发布《探索抑郁症防治特色服务工作方案》

孕产妇、学生要做抑郁症筛查

新时代 奋斗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