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布袋院士”谈创新三大关键词
市人大代表赵东元从教育、科技与人才引进三方面支招

“四大金刚”等传统上海早点渐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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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天，在政协分

组会议间隙，上海市

政协委员、上海市中

医医院院长钟力炜

（左）带来的“棒棒

糖”，引起了委员们

的关注。

在得知这种棒

棒糖是用中药制成，

可以增强抵抗力特

别是新冠康复儿童

机体抗邪能力后，上海市政

协委员、复旦大学附属儿科

医院党委书记徐虹非常感

兴趣，拿起棒棒糖与钟力炜

委员一起讨论如何为新冠

康复儿童构筑健康屏障。

本报记者 张龙 方翔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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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众筹

会场里多了两块大屏幕
代表手记

10名政协委员联名提案呼吁保护挽救
中国科学院院士、复旦大学化学与材料学院院长赵东元的一张

照片，曾在网络上刷屏：领回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后，“他很低调，

那张证书装在帆布袋里，转身又去工作了”。赵东元也因此被大家亲

切地称为“布袋院士”。今年在上海两会现场，赵东元又提着布袋出

现了，这一次，里面装的是政府工作报告。原来，他有了一个新的身

份——上海市第十六届人大代表。

昨天下午，趁着会议间隙，记者专访赵东元代表。只见他手中的

政府工作报告已用黄色荧光笔画下多处重点，一旁还有不少文字标

注。“我格外关注教育、科技与人才引进等议题。”赵东元开门见山道。

激活教育“源动力”、点燃科技“新引擎”、筑牢人才“引凤巢”，这

三方面恰恰与上海的创新发展息息相关。创新“核爆点”如何培育？

来看“布袋院士”支招。

谈教育

加大投入提升师资力量
今年的市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到，今后五年，高质量教育体系总体

建成，教育事业发展和人力资源开发主要指标达到或接近全球城市

先进水平。赵东元认为，这是一个宏大的目标。

“从目前来看，教育的财政投入、师资力量、环境等与国际先进城

市相比，还有较大差距。”赵东元坦言，师资力量包括教师质量与师生

比，尤其是小学教育，要给孩子们营造出个性化发展的环境，最好是

一个老师对十几个学生，这样才能更好地培养孩子们的兴趣，为今后

发展打下良好的基础。

“我平时到小学做科普教育，问小学生们将来想做什么，几乎

90%以上的孩子都说‘要做科学家’。但真正成为科学家的有多少

呢？为什么会这样呢？”赵东元认为，这是因为他们的兴趣被过于死

板的教学训练扼杀了。

在赵东元看来，类似“一个逗号也不能错”的刻板教育没有意

义。对于少年儿童而言，兴趣的培养应超过其他。“如果孩子真的有

兴趣，他会迸发出所有的能量，就会有发展。”

谈科技

加快推进“探索者”计划
创新，是一座城市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赵东元表示，发展愿景

已绘就，前行之路上还有不少挑战需要克服。他举了一些数字：“比

如专利‘密度’，我们每万人口高价值发明专利拥有量达到40件左

右，但是与国际水平、与一些兄弟省市相比，还有较大差距。又比如

增选中国科学院院士，上海以往能占到约20%，如今这个数字已不占

优势。”

围绕强化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创新策源功能，政府工作报告中列

出了清晰的“任务表”：加快培育一批国家实验室上海基地，配合推进

全国重点实验室重组，大力发展新型研发机构，完善科研基地平台体

系，开工建设磁惯性预研项目等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这些语

句，赵东元都作了重点标记。

“我正在做基地建设。国家实验室、重点实验室等基地主要是吸

引人才、聚拢人才的平台，背后还有很多工作需要深入去做。”赵东元

说，“政府工作报告写得很全面，比如提到了要深入实施基础研究特

区计划、‘探索者’计划等。那么，下一步‘探索者’计划应该怎么启

动？我们如何利用这一计划真正吸引到人才？这是非常重要的，也

是要抓紧时间去推进的。”

谈人才

“筑巢”要解决后顾之忧
如果说，国家实验室等平台是引进人才的抓手，那么还需要不断

“筑巢”，营造高品质的人才生态，优化配套设施，将他们真正留住。

赵东元是上海“海聚人才”全球大使，同时也是宝山区首批引才

大使。他本人也是一名海归英才。20多年前，他结束了美国加州大

学圣芭芭拉分校博士后工作，选择回国，从此扎根复旦、扎根上海，未

曾离开。“我之所以选择上海，是因为上海开放包容的城市精神，以及

复旦自由宽松的科研氛围。”赵东元认为，长期稳定的支持、宽松包容

的环境，是人才成长所必备的。

上海，如何成为天下英才的筑梦之城、逐梦之都、圆梦之地？赵

东元看到，一些引进人才愿意来复旦，看中的是孩子入托、医疗等各

方面保障。“所以要把人才留住，还要考虑他的家庭。解决了后顾之

忧，再加上刚才提到的环境，就能让人才安心留下，充分发挥自由想

象，充分施展才华能力。”赵东元说，“我相信，上海作为国际大都市与

‘五个中心’，将会是非常好的人才高地。”

本报记者 杨洁

本报讯（记者 江跃中 方翔 解

敏）各种特色小吃往往是一个城市的

名片，而早点更是城市烟火气的体

现。“但现在包括‘四大金刚’在内的

传统上海早点濒临消失，比如麻球、

糖糕、包脚布、羌饼，还有老虎脚爪、

酒酿饼等，恐怕现在的年轻人或者新

上海人听都没有听说过。”出席市政

协十四届一次会议的陈新等10名委

员联名提案，呼吁保护和挽救传统上

海早点。

陈新介绍，目前上海市民可以选

择的早餐场所主要是各类中西快餐

店、面包房和包子铺，基本不包含上

海元素。疫情前，在一些居民区还能

看到卖上海最典型早餐“四大金刚”

的铺子（虽然其中粢饭团往往被粢饭

糕取代，而两者完全不同），但是总量

越来越少。此外，在家门口不远处就

能找到一家好吃的生煎馒头摊位的

可能性也越来越小，过去自己拿着锅

子排队等生煎的场景不再出现。

“连上海最普通的早点‘四大金

刚’和生煎馒头都沦落到如此地步，

更不用说其他过去常见的早点了。”

陈新对过去经常吃的麻球、糖糕、包

脚布、羌饼等念念不忘，但他发现，由

于种种原因，这些传统上海早点几乎

消失殆尽。过去很普通的油墩子和

葱油饼，现在也变成了稀缺资源，往

往只能在远离市区的旅游景点才能

寻觅到它们的踪影。而在市区，但凡

有味道好一点的摊点，立刻就会成

为网红景点，吸引众多顾客纷纷前

去打卡。他表示：“承载着老一辈上

海人记忆的这些上海早点，亟待保护

性抢救，相信它们仍然具有相当的市

场价值。”

随着疫情逐渐平稳，城市烟火气

将重新聚拢，因此，现在是保护和挽

救这些濒临消失的传统上海早点的

好机会，陈新等10名委员在联名提

案中建议：

■ 有关部门开展相关调研，确

定一批传统上海早点名录；

■ 鼓励和扶持一批居民区附近

的家门口早餐店，适当降低开店门

槛，确保现在仍具有一定知晓度的

“四大金刚”和生煎馒头等传统上海

早点不会继续消退；

■ 恢复甚至增加流动早餐车的

数量，鼓励其优先提供传统上海早点；

■ 寻找能够制作濒临消失的传

统上海早点的师傅，鼓励和扶持他们

将制作技艺传承下去，有条件的可作

为非遗传承人或者为其设立工作室；

■ 通过媒体宣传或者通过举办

上海传统早点制作大赛的方式，让上

海市民了解上海传统早点，推进上海

传统早点的保护工作。

市人大汇聚全体代表开大会的

主会场，就是世博中心的红厅。会

场布置主题鲜明——正中间是庄

严的国徽，国徽的左右两边各有 5

面红旗，红色与金色镶边交相辉

映。前5年，会场布置从未变过。这

一届，主席台左右两边多了两块大

屏幕。这两块大屏幕，在昨天派上

了大用场。

此番市人大提请审议《上海市无

障碍环境建设条例（草案）》的议案。

代表拿到手的文字资料是 29页的

“建设条例”以及5页的“说明”。如

何让代表了解纸面背后的意义？市

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陈靖走到发言席，

透露了“台前幕后”——与此同时，两

块大屏幕做PPT演示。此前，审议报

告的主要方式是提前发资料给代表

研究，第二天相关人士作摘要性朗

读。这一次，两块大屏幕上的PPT，

让我们感受到力透纸背的付出。

率先由静安团提出的这个“建设

条例”，自被市人大确定为这一届会

议的主要议案之后，展开了万人问卷

调查。PPT上的图文显示，在公开征

求意见的同时，经过了听证会、咨询

会、论证会等流程，甚至听取了在沪

外国友人的经验之谈……仅静安团

在几轮修改中就提出了 132 条建

议。我们还看到了城市不同地方的

无障碍设施落差很大的图片——有

的地方，盲道“支离破碎”“线路模

糊”；有的地方，坐上轮椅辅助设备还

能上天桥的自动扶梯。

陈靖介绍，无障碍环境建设也应

该纳入城市更新的整体方案。我们

还可以有无障碍客房、无障碍导航、

无障碍电影、聋人驾考培训、盲文地

图、手语解说、视障阅读等各类服

务。最终，“有为政府”推进“有效市

场”，形成“有爱社会”……

市人大代表 朱光（新民晚报记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