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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齐：相信沪嘉会有更好合作交流

“海纳百川”与“看齐标杆” 两会自拍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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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乙神针”，微信名，大

名吴焕淦。

吴焕淦，全国人大代表、

上海中医药大学市针灸经络

研究所所长。

为啥叫“太乙神针”？原

来，古时候，艾灸别名就是太

乙神针。吴代表就拿来做了

微信名。

如今，艾灸、艾草，家喻

户晓。抗疫期间，走入寻常

百姓家的中医中药，作用怎

么样？年轻人对中医、中药

为啥越来越感兴趣了？

听听“太乙神针”怎

么说。

本报记者 陈正宝 摄
姚丽萍 文

郭坤宇：打通基础教育和高等教育的
壁垒，形成全过程教育链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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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线代表、委员吐心声

我在北京开两会

大家都非常关注健康美丽产品
的发展，很多城市也在打造美丽健
康产品产业园。但是我国的化妆
品，包括消毒剂等，相应的产品还无
法与国际先进国家相比，还无法走
向国际市场。其中一个主要原因，
就是我们化妆品的原料品种远远少
于国际先进水平。中国的化妆品原
料大概有8900多种，欧盟是3万多
种，美国是27000多种，没有原料，
我们就无法研制出新的产品。
为加快美丽大健康化妆品产

业关键技术攻关，提升产业链现代
化水平，构建高质量供给体系，跟
上国际先进水平的步伐，全国很多
城市都出台了促进化妆品产业发
展的地区扶持政策，但在化妆品新
原料审批制度上仍有进步空间。
为促进我国的化妆品原料的注册，
我国出台了《化妆品新原料注册备
案资料管理规定》。这两年也有十
几种新原料通过备案，不过相对于
美国与欧洲，我国化妆品技术人员
可使用的原料非常有限，新原料安
全认证周期长、成本费用高。目
前，报批一个普通的化妆品新原
料，费用需要100万—150万元。
全面提升美丽大健康产业硬

核实力任重道远，建议尽快采用
“负面清单制”，对国际上已经连续
使用三年以上没有副作用及负面
报道、安全可控的化妆品原料，在
提交原来安全信息的基础上，在国
内纳入可使用原料清单直接使用。
快速推进审批制度，有利于提

升我国美丽大健康产业竞争力，对
于我国优势资源的原料（中草药），
建议在明确原料来源和原料安全
相关信息后，优先审批。

本报记者 江跃中 整理
福吾 摄

嘉兴到上海，90公里。想当初，嘉兴人赴

沪求医是常态；而如今，上海名医到嘉兴坐

诊，也已是寻常事。在全国人大代表、浙江省

嘉兴市第一医院内科主任、内科学教研室主

任张齐的印象里，上世纪90年代，嘉兴就提出

了接轨上海的发展战略，习近平总书记在浙

江工作期间，高度重视接轨上海工作，到嘉兴

调研时强调“嘉兴要作为浙江省接轨上海的

‘桥头堡’”。

作为当地公立医院的“领头雁”，嘉兴市

第一医院在医疗接轨上海方面，自然也走在

全市的前列。

从沪杭接轨到“名医到家”
“当时最早全面对接的是上海市第一人

民医院，接着和长海医院、长征医院、东方肝

胆医院等医院的强势学科签订了多个联合诊

疗中心，拉开了医院接轨沪杭、融入长三角的

序幕。”张齐说，从接轨沪杭到现在的“名医到

家”，都是实实在在的惠民工程。对于医院来

说，通过上海优质医疗资源下沉，其临床诊

疗、基础研究的平台建设、人才培养和科研创

新各方面都有很大的促进和提高。

对于嘉兴市民来说，能在家门口享受到

越来越优质的医疗服务，健康获得感和就医

满意度也不断提升。

上海是我们的一个标杆
说起上海，张齐说，这是一座“海纳百川”

的城市，而这样的印象，源自她在上海学习进

修的经历。1999年，张齐在瑞金医院进修，一

年半的时间里，她感受到了这座城市的“城市

精神”。“包容度非常高，文明度非常高，这体

现在每一个细节里，体现在每一个人的素质

上。”她说，当时很多嘉兴医院的医生都喜欢

选择到上海进修，除了离家近，更重要的是，

在上海的医院里可以学到很多东西。“它与世

界接轨的速度非常快，接受新技术新理念的

速度特别快，老师也都非常开放，只要你愿意

学，他们都会愿意教。”

如今，随着长三角一体化发展，“轨道上

的长三角”建设提速，上海和嘉兴的“距离”正

在不断拉近。“以前坐火车、开车到上海一个

多小时，现在坐高铁也就二十几分钟，确实有

了同城化的感觉。”与此同时，在医疗领域的

数字化改革，正不断打破沪嘉合作交流的壁

垒，借助互联网医院、远程诊疗、云影像平台

等的应用，两地之间的联系更加紧密，合作更

加高效。

“想要更好地发展，就要‘攀高’，攀高就

要对标好的、先进的，然后不断提高自己的能

力和水平，上海肯定是我们的一个标杆。”张

齐说，“相信未来沪嘉两地会有更多更好的合

作交流”。

本报记者 毛丽君

“作为一名新委员，能够参与到全国两会

这个政治平台上参政议政，心情当然是激动、兴

奋的。”来自教育界别的全国政协委员、民进上海

市委副主委、复旦大学数学科学学院教授郭坤宇

说：“这既是一种荣誉，更是一份沉甸甸的责任。”

参会之前，郭坤宇提交了两份提案。他尤

为关注高等教育的数字化转型问题。经历3

年疫情，在高校，授课方式发生了本质性的改

变，大规模在线教学实践催生新的教学和学习

革命。在郭坤宇看来，在高等教育领域，教育

数字化转型和发展水平仍有很大提升空间

——走出疫情后，大多数高校依然遵循传统教

学方式，老师讲课时，知识点往往没有重复性，

学生缺少理解和消化知识的时间，而数字化应

用恰好能够延伸和拓展课堂教学，具有可复制

性，方便学生时时处处可学。

郭坤宇在提案中建议，在高校，要把数字

化技术和应用作为通识课程设置，加大数字化

校园建设经费的预算和投入。同时，加强师生、

行政和校内信息技术服务人员应用数字化技术

的培训力度，为他们的职称晋升等创造条件。

会期中，郭坤宇与来自全国各地，基础教

育、职业教育、高等教育领域的委员们一起共商

国是，“不同于平日里经常要参加的学术会议，在

政协会议期间，更能感受到来自全国的同行们建

言献策的高度热情。我也在不断向他们学习，

讨教经验，以更好地履行好自己的职责。”

长期从事一线教育、研究工作，郭坤宇的

关注点始终离不开教、育二字。今年的政府工

作报告中有两个数字令郭坤宇大为振奋。“我国

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从45.7%提高到59.6%”。通

常，毛入学率达到50%以上就被认为是高等教

育进入了普及化阶段。“这个数字对我们搞教育

的人来说是很大的鼓舞。”郭坤宇表示，“我们

常说，教育是最大的民生。现在绝大多数的孩

子，只要通过自己的努力就能够上大学。”

政府工作报告中还提到，我国已建设288

个基础学科拔尖学生培养基地。“这是个了不

起的成绩。多年来通过‘强基计划’和基础学

科拔尖人才培养等计划，为国家培养了大量

的、学科覆盖面广的拔尖优秀人才。他们将会

成为国家未来科技创新主战场的生力军。”

连续多日的参会探讨与思想碰撞，令郭坤

宇萌生了许多新想法。如何让基础教育和高

等教育更好地衔接，是他思考得最多的问题。

在他看来，基础教育是树根，高等教育是树干，

根基是否扎实关系到一棵树苗最终开花结果

的形态。培养创新人才，要做到因材施教，尤

其在基础教育阶段，“基础教育要寻找正确的

‘指挥棒’，不要把考进大学视为人生‘终极’目

标，很多时候大学才是奋斗的起点。因此在基

础教育阶段，我们要树立正确的教育观，弱化

应试思维，打通基础教育和高等教育的壁垒，

形成全过程教育链条。在教学、考试、招生等

各方面更好地衔接，为人才培养前后接续，创

造有利条件。” 本报记者 解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