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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生”与“民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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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
中国工程院院士、同济大学校长陈杰谈如何发挥高校优势

昨晚，二十大新闻中心举行第二场集体

采访。上海团新闻发言人在回答本报记者

提问时，介绍了上海践行习近平总书记建设

人民城市重要理念，推进民心工程的进展。

发言人介绍的很多内容，上海老百姓都感

同身受。比如旧区改造，今年7月底，上海中心

城区成片二级旧里以下房屋改造完成，30年接

续奋斗，终于啃下了这块难啃的硬骨头，16.5

万余户市民从中受益，盼到了阳光，搬进了新居。

比如城市治理，一网通办让数据多跑

路，让群众少跑腿。截至今年9月底，纳入一

网通办的服务事项已有3500多项，可以做到

高频事项一件事情一次办妥，累计为老百姓

提供服务2.63亿件。

比如把最好的资源留给人民。黄浦江

岸线45公里，苏州河岸线42公里全线贯通，

黄浦江沿岸还改造了1200公顷生态绿地，50

多处水岸驿站，为市民提供休闲好去处，苏

州河中心城段漫步道也成为最新的网红打

卡点。“十四五”期间，上海还要再建600多座

公园，让上海公园总数超过千座，成为名副

其实的千园之城。

这点点滴滴，都是人民城市建设的生动

写照。值得一提的是，从2020年开始，上海

的民生工程就更名为民心工程，从民生到民

心，虽只一字之差，境界完全不同。

民生，字面理解，就是老百姓的日常生

活事项。民生工程当然是希望造福百姓，但

有时候花了钱、费了劲，老百姓并不买账。

只有真正办得贴心、用心、暖心的民生工程，

才是民心工程。

从民生到民心，字易改，事难为。怎样

才能做到？2019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

上海杨浦滨江考察时，首次提出“人民城市

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重要理念。人民

建、为人民，就是要听民声、顺民意、得民心、

聚民智，要发扬全过程人民民主，让百姓来

决定什么才是他们的急难愁盼，让群众来评

判结果是不是称心如意。

“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中国共

产党领导人民打江山、守江山，守的是人民的

心。”二十大开幕会上，习近平总书记铿锵有

力的讲话，引发全场持久的、雷鸣般的掌声。

细读二十大报告，“人民”再次成为高频

词。这背后，是中国共产党人矢志不渝的初

心在闪耀。上海是党的诞生地、初心始发

地，也是党梦想启航的地方。唯有坚持人民

至上，紧紧依靠人民，不断造福人民，牢牢植

根人民，才能不负重托，不辱门楣。

这次有幸成为党的二十大

代表，我觉得非常光荣、神圣。

报告中提出，促进群众体育和

竞技体育全面发展，加快建设

体育强国,让我深感振奋,因为

我自己就是体育强国建设的见

证者、参与者与受益者。

现在竞技体育不仅是运动

员身体素质的比拼，更是高科

技的角逐。就自行车竞技而

言，夺冠往往在于千分之一秒

的“巅峰对决”。早年训练时，

我们主要依据教练的观察和经

验来调整训练强度。如今随着

我国国力强盛，运动和科技、医

学结合，有了生理生化指标检

测等手段，日常训练变得越来

越科学。自行车、头盔、骑行服

等研发技术也不断提高，可以

研制出最适合个人、减少风阻

的设备，对最后夺冠至关重要。

作为祖国培养的奥运冠

军，弘扬中华体育精神、传播中

华民族文化，我责无旁贷。

2016年里约奥运会上，我和搭

档的比赛头盔上喷绘着花木

兰、穆桂英的京剧脸谱形象，受

到了中外观众和媒体的关注，当

时在赛场引起了一波小轰动。

此外，全民健身还可以和

很多其他领域结合在一起。报

告中提到要全面推进乡村振

兴，全民健身也可以和乡村振

兴结合在一起，大有发展空

间。我的家乡是浦东惠南镇的

海沈村，在我小时候印象中，村

里的道路都是不平整的石子

路，现在美丽乡村的建设让我

的家乡焕然一新，成了“网红村”。我希望将

来还可以加大建设范围，与周边村庄联动发

展，并结合自行车运动等体育项目，融入绿色低

碳的理念，让更多都市人能在乡村诗意栖居。

我即将面临退役转型，我将把二十大精

神贯彻落实到工作生活中，为加快体育强国

建设贡献出自己的智慧与力量。

（本报记者 宋宁华 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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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为一名教师、大学校长和科技工作

者，在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所作的报告后，

感到非常振奋光荣，同时也深感责任重大，

使命艰巨。”二十大代表、中国工程院院士、

同济大学校长陈杰在昨晚接受记者专访时

表示，在连日来的分组讨论中，他一直在思

考，高校如何发挥自身优势，自觉履行高水

平科技自立自强的使命担当，让国家不再

遭遇被关键技术“卡脖子”的切肤之痛。

陈杰注意到，二十大报告用了大量篇

幅阐述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强化现代化建

设人才支撑，对教育、科技、人才领域的国

家发展战略作出了详尽部署。他认为这部

分内容将成为未来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建

设极为重要的指引，而高水平的研究型大

学作为创新人才集聚之地，是国家战略科

技力量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科教兴国战略

中理应发挥关键作用。大学如何承担起这

一重任？通过学习二十大报告，结合自己

在履职中的体会，陈杰分享了四点想法。

加强基础研究
陈杰认为，首先要加强基础研究，鼓励

原始创新。研究型大学既要鼓励研究者勇

于站在国际科学前沿，根据自己的兴趣开展

自由探索，也要面向国家战略需求集中攻

关。“要用甘坐冷板凳的精神进行耕耘，同时

也要营造潜心基础研究的科研生态，鼓励科

技工作者开展从‘0到1’的原创性研究。”

推进学科交叉
其次，要注重建设科研平台，推进学科

交叉。基地平台建设是开展高水平科学研

究与技术攻关、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

的载体和必不可少的重要保障。高水平研

究型大学具有多学科共生交叉的优势，要

发挥好这一优势，重点布局和建设一批面

向未来的高水平研究平台，尤其是交叉研

究基地平台，不同学科的教师和科研工作

者能够在这一平台进行学科交叉。大学必

须以基地平台为依托，凝聚团队开展协同

攻关，实施一批具有战略性、全局性、前瞻

性的重大科研项目，以此引领创新发展。

突破关键技术
再次，要通过突破关键技术，引领产业

发展，这是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重

要途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要主动为产业

现代化，以及未来的产业变革攻克核心关

键技术，以解决“卡脖子”的瓶颈，引领产业

范式的变革。同济大学正在积极构建学科

链对接产业链，形成产教融合的新机制。

突破瓶颈后，产业将得以快速发展，又能够

反哺学科建设和基础研究，这就形成了科

学与产业之间互相促进的良性循环。

建设人才队伍
最后，也是最为关键的一点，就是要建

设人才队伍，强化自主培养。人才队伍是

推动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重要支撑和基

础，研究型大学首先要全面提高科技创新

人才的自主培养的质量，全过程谋划、指导

和保障，尤其是为青年科技人才的成长和

发展保驾护航。其次要深化人才发展的体

制机制改革，集聚一支以顶尖科学家为核

心，战略科技人才、领军人才和创新人才为

主力，富有创新精神和国际影响力的科研

团队。用平台吸引人，用事业发展人，用情

感感化人，不拘一格汇聚优秀人才。

陈杰表示，同济大学将秉承以“同济天

下、崇尚科学、创新引领、追求卓越”为特质

的新时代同济文化，进一步健全“基础研究

—前沿交叉研究—服务国家战略”三维互

融的科研组织模式，深入推进中国特色世

界一流大学建设，瞄准世界科技前沿，提高

原始创新能力，为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

立自强，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全面推进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力量与智慧。

本报记者 李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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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代表团里，有两位

医生。一位是上海交通大

学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呼

吸科副主任医师查琼芳

（右），一位是上海市徐汇区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主任医

师朱兰（左）。另外，章雄代

表（中）是上海市卫健委党

组书记。

抗疫以来，经历了武汉

保卫战、大上海保卫战，“健

康中国”备受关注。作为来

自医疗卫生系统的党代表，

见了面，自然有“医”说

“医”。

本报记者 陈正宝 姚丽萍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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