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小小的身子，大大的梦想！

“我长大了，要做计算机科学的大专家，

编特别好玩的游戏！”中午时分，跟随妈妈听

完世界顶尖科学家智能科学大会，上海建平

实验张江中学预备班的12岁男孩郏乔晟意

犹未尽。

这是他第一次听说“世界顶尖科学家论

坛”，在论坛上，见到了那些课本上写着

的名字。尽管听得云里雾里，但还是收获了

些关于人工智能领域的前沿知识。

郏乔晟一脸认真地说，以往，自己会用AI

帮助制作演示文稿，而在智能科学大会的圆桌

讨论上，了解了AI还可以用在很多其他地方。

郏乔晟擅长编程，也会编一些小游戏来

玩，像枪战类，还有模拟经营类游戏，由此对

AI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给记者发来了自己

编的游戏，“我还发给好朋友玩，他说还不

错！我已经做出三款比较满意的游戏了！”

通过在论坛上学习，郏乔晟有了自己的

思考：生成式AI设计图片，可以让画面更精

美；AI可以帮助编程，让开发周期更短……

“我前天听了青年科学家大会，零距离

了解了世界顶尖科学家的研究方向和成果，

非常有收获。”妈妈在一旁补充说，“带孩子

来参加主要是想开阔一下眼界，在埋头学习

的同时要抬头看看，没想到他这么感兴趣！”

本报记者 郜阳

在2024世界顶尖科学家论坛

现场，延续设置了去年首设并广受

好评的青年科学家HUB（科学家学

术交流坊），为青年科学家提供专属

展示和交流空间。在这里，涌动着

自在奔放的科学“青春气息”，全球

30余位优秀青年科学家带来最新

研究成果，与其他科学家和行业专

家交流科研心得。图为印第安纳大

学伯明顿分校公共卫生学院环境与

职业健康系教授兼系主任帕特里

夏 ·西拉维尔正在青年科学家   

现场演讲交流

本报记者 徐程 摄影报道

建立公平选拔机制
英国剑桥医学研究委员会分子生物学

实验室名誉课题组负责人丹妮拉 罗兹教

授不断探寻真我，最终找到了愿奋斗终身的

事业。在她看来，年轻科学家找到合适的导

师并规划职业生涯至关重要，而她也正因为

导师亚伦 ·克鲁格，走上了结构生物学的科

研之路。

罗兹认为，要让女性科学家在科研领域

发挥更大的作用，除了鼓励她们投身到这个

事业中来之外，更重要的是推动建立一套透

明选拔晋升流程。分子生物学实验室已经

诞生了12位诺贝尔奖获得者，其中一位诺奖

得主马克斯 ·佩鲁茨是罗兹最敬佩的“英雄”

之一，“他不仅自身对科学研究作出了杰出

贡献，更在实验室里创造了一种开放的、让

科学不断发展的文化。这种扁平化的思维

和理念，真正让实验室的男性和女性科研人

员都有公平的成长机会。”

如今罗兹继承了佩鲁茨的“衣钵”，在

消弭科研领域的性别鸿沟领域不断努力，

推动更多的女性进入各类选拔委员会。“只

有越来越多的女性能够在选拔机制中发

声，才能让这些选拔委员会对历史偏见有

觉察，确保工作场合的选拔晋升更透明公

正。”罗兹欣喜地发现，在中国，女性研究者

有着更公平的待遇，2000年时中国科研人

员中女性占比达36%，到2022年这个比例

上升到了41%。

“愿不愿意”最为重要
在科学领域，女性是否处于机会的劣

势？“过去确实是这样，但仅仅一代人的时间

就发生了变化。”在同日举行的“一代耀一

代”世界顶尖科学家科学教育论坛上，2024

年世界顶尖科学家协会奖“生命科学或医学

奖”得主杰瑞米 ·内森斯教授提到，就读于麻

省理工学院时，只有20%的女学生和10%的

女教师；20世纪80年代进入约翰霍普金斯

大学工作时，没有一位领导是女性。但现在

麻省理工的男女比例已达1:1，约翰霍普金

斯也有了女性系主任和女院长。

“我建议学生在不同科研阶段问自己3

个问题：‘愿不愿意’‘值不值得’和‘能不

能’。但‘愿不愿意’永远是最重要的。”上海

交通大学特聘教授丁显廷分享了一名新疆

女学生的成长故事——从高中时朦胧的科

学向往到博士，从讲普通话都困难到独立第

一作者发表多篇高水平文章，女孩每次遇到

困难时丁老师总会问她的意愿，而每一次

“我愿意”驱动的努力都带来了成长。

论坛上，《科技女生赋能倡议》发布，旨

在激发中学阶段女生对科学的兴趣，并为中

国科学创新培养更多优秀后备人才。中国

工程院院士陈赛娟在宣读倡议书时表示，培

养女性科学家不仅是对公平的追求，更是科

学发展的必然要求。 本报记者 马丹 易蓉

站在    世界顶尖科学家“她”论坛的

舞台上，一身白色西服的阮淑娟显得质朴而

自信。终于，这位    英国皇家化学会材料

化学公开奖得主从缺电的越南乡村走到了

全球太阳能电池前沿，更在国际科学盛会的

舞台上，讲述起自己的“逆袭人生”。

“她”论坛，从不缺感人画面——    年

“她”论坛上，  岁高龄的我国首位女天文台

台长叶叔华用流利的英文演讲，鼓励女性打

破“玻璃天花板”；去年的“她”论坛上，当  

岁的匡廷云院士演讲结束，    年诺贝尔生

理学或医学奖得主梅-布莱特 ·莫索尔上台

将老人拥入怀中。

今年，个头小小的阮淑娟，“接棒”在“她”

论坛的舞台中央，散发出女性耀眼的光。出生

在越南乡村，度过了物质贫瘠的童年；举家移

民美国，在社会底层艰难谋生；曾不懂英语，求

学之路起步格外艰难，遑论进入实验室成为科

研人员……即便如此，阮淑娟也要“放手去做

想做的事情”，她特别想来顶尖科学家论坛，

因为在这儿，“我的故事能激励很多人”。

阮淑娟的家乡是越南很常见的小村庄，

没有电，也没有电灯、没有电视，更没有科

学。小时候的她也曾天马行空：“如果我能捕

捉到阳光，把它装进一个罐子里，到了晚上照

亮黑夜，我就可以看书或者做其他事情了。”艰

难的生活没有消磨她的创造力，反而给予了她

更多动力。经过  多年不懈努力，作为全球太

阳能电池新材料研究最前沿的科学家，阮淑娟

已实现了“捕捉阳光”的童年梦想。

她一次次把不可能变成可能，“在越南

我哭过，在美国我也哭过，但我一次也不会

放弃”。在一份国际机构公布的名单中，阮

淑娟名列全球“前 %高被引”科学家名单。

当然，苦难不会是人生的全部，阮淑娟

的成长道路，也有前辈提点，同事帮助，她选

择用教育延续这种善意，回报世界。

郜阳

中国 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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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顶尖科学家“她”论坛上，女性科学家们呼吁——

学习“她”榜样 激活“她”潜力

科学记事簿 她的“逆袭人生”

顶科万花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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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堂课“拖堂”都超过半个钟头了，还是

学生主动“要求”的——问题太多太棒了！

昨晚，世界顶尖科学家论坛科学T大会上，

100名经历全国海选的“Sci-Ter”（科学少

年）带着好奇来到滴水湖畔，与“最强大脑”

激荡思想。这群科学少年里，包含了申城33

位市级小研究员，还有4位区级小研究员。

“两棵大树，一模一样的种类，都长了

250年了，相距30公里。一棵仅高7米，另一

棵却有37米，什么原因造成了不同？”T大会

的“第一课”，由中国科学院院士、深圳零一

学院创始院长郑泉水讲授，他给出了回答：

成长生态。“生态对人的成长是很重要的。”

他告诉科学少年们，自己想做“有挑战性”的

事——帮助创造一种成长的生态，让人才有

更多破格的机会——这也是他愿意担任科

学T大会联合主席的重要原因。

2024生命科学突破奖得主托马斯 ·加瑟

授课的核心词是基因治疗帕金森。他告诉

孩子们，帕金森的发病机理中，基因扮演了

重要角色，12%—30%的“罪魁祸首”是基因，

还有1/3帕金森病人是受到了环境影响。“基

因不一定会决定你的命运，只不过给了你一

个‘框架’。”加瑟说，“无论你继承了什么样

的基因，只要有目标，都能做成事情。”

2006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加州大学

伯克利分校物理学名誉教授乔治 ·斯穆特教

少年们“钓鱼”！“钓鱼的第一条规则，是在有

鱼的地方钓鱼。”斯穆特是想告诉大家，要认

识到机会在哪里。

每当顶尖科学家们完成授课，台下的小

手总是迫不及待举起。听完1998年沃尔夫

物理学奖获得者迈克尔 ·贝里的演讲后，如

何看待量子力学中的波粒二象性，如何看待

AI存在偏见等问题，被一股脑儿提出来。

“你们每一个问题都有可能成为科学进

步的催化剂。”郑泉水院士鼓励年轻人，“期

待在未来的科学旅途中，能看到你们的名字

闪耀在科学星空中！” 本报记者 郜阳

世界顶尖科学家论坛科学T大会“拖堂”半小时，问题太多太棒了！

科学少年与“最强大脑”激荡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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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脑袋”里藏着大梦想

“50%的全球智力来
源属于女性，但历史上，女性
大脑受到‘压制’，男性大脑受到
鼓励。尽管近年来，多项举措鼓励女
性参与STEM领域的研究，不过性别
差距仍存在。”在昨天下午举行的世界
顶尖科学家“她”论坛上，来自各国的
顶尖女性科学家们呼吁，仍需要结构
改革来帮助女性科研人员进一步缩小
性别鸿沟；并纷纷用自身经历鼓励青
年女性：不断用知识填充自己，“别让
旁人夺走你的梦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