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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新闻

得益于“不唯文章唯实力”的人才

择优标准，年仅27岁的张林峰，已被上海

交通大学聘为助理教授、博士生导师；通

过“打擂台”机制，110余名青年才俊“脱

颖而出”提前晋升，最年轻仅33岁……记

者获悉，近年来，上海交通大学创新青年

人才引进机制，平均每年引进青年教师

近百位。

简化流程
引进学术科研“潜力股”

年仅27岁的张林峰是完全国内本土

培养的青年人才，已被人工智能学院聘

为助理教授、博士生导师。近两年，上海

交大深化“人工智能+”复合研究探索，创

建多学科交叉新兴学院体系。人工智能

学院作为特区学院典范，通过人才专委

会的创新模式，开辟了一条面向顶尖及

杰出青年人才的识别、联结、引进、培育

与评价的高速通道与独特机制。

像张林峰这样的青年教师还有很

多，上海交大打破年龄、地域等局限，只

为引进一批研究真问题、真解决问题的

优秀人才。不唯文章唯实力，只要是学

术科研的“潜力股”，只要能填补学科方

向的“空白区”，不管是本土培养还是海

外引进都十分看重，都以“公开招聘、竞

争入职”为原则，通过青年人才岗位引进

授权至学院的方式，由学院学术委员会直

接把关面试发放录用通知，学校职能部门

把关无误后正式录用。这种简化校级引

进流程的方式，抢抓大批优秀青年人才，

平均每年直接引进青年教师近百位。

搭好擂台
让青年人才提前晋升

新引进的青年教师往往会面临水土

不服的“新手期”，上海交大设立“启航培

育计划”，让新进青年教师可在首聘期内

与学科方向、研究方向相近的教授进行

双向互选，学术导师对其进行教学、科研

等方面的引导和支持。为进一步提升优

秀青年教师竞争力，上海交大自2018年

起设立“脱颖而出”机制——即“优秀青

年教师破格聘任正高级专业技术职务”

机制，每年上半年为青年人才额外设一

次“打擂台”机会，鼓励贡献突出、潜力巨

大的优秀青年教师不受学校常规正高级

专业技术职务申请年限限制，提前晋

升。截至目前，已有110余位青年才俊

“脱颖而出”，最年轻的晋升时仅33岁。

如何更好地评价人才、让每一位青

年人才都可以找到自己发展的路径，上

海交大为李政道研究所、变革性分子前

沿科学中心、张江高等研究院等为代表

的新型研发机构出台《上海交通大学高

水平科研队伍（长聘科研队伍）建设实施

办法（试行）》，对标校内预聘-长聘体系

师资队伍建设方案，构建“小而精”的高

水平科研队伍。这一举措完善并畅通了

高水平科研人员的发展路径，通过优化

资源配置，确保科研人才在最适合的领

域内发光发热，弥补以往科研与教学任

务分配上的潜在不平衡。

此外，针对原始科研创新和成果突

破，让更多青年人才甘坐科研“冷板凳”、

勇攀学术“无人区”，去年揭牌的上海交

通大学思源研究院设置“思源学者”岗

位，重点引进海内外在基础研究和交叉

科学领域产生较大影响力或发表重大研

究成果的优秀青年人才，兼顾校内特别

优秀人才，为其提供宽松的科研环境和

长周期稳定的经费支持。目前已有思源

学者12名，思源青年学者12名。

吸引人才的关键因素，不仅仅是待

遇、经费支持、实验室等“硬”条件，还有

学校管理模式、服务理念、全方位保障等

“软”环境。去年入职的青年教师蔡老师

由于刚回国，在沪没有房产、孩子没有上

海户籍，孩子幼升小面临难题。上海交

大人力资源处的人才服务专员通过与上

海市各个部门的密切联动，在子女报名、

注册、登记等各个环节积极沟通协调，最

终及时帮助蔡老师解决子女教育的后顾

之忧，为人才家庭解决了一大难题。

近日，上海交通大学第五届“致远”国

际青年学者论坛在闵行校区举行。交大

“青椒”在主论坛与学科分论坛上大放异

彩，人力资源处也通过线上线下的形式介

绍青年人才引进、培养机制，向海内外优

秀青年学者呈现“让人才引得来、留得住、

用得上、发展得好”的优势和决心。

本报记者 易蓉

上海交大让人才引得来、留得住、用得上、发展得好

每年直接引进“青椒”近百位

本报讯（记者 张炯强）12月8日，复旦

大学艺术研究院成立。该研究院将立足复旦

深厚的人文底蕴，依托多学科交叉，囊括艺术

哲学、美学、艺术史、文史研究、文博、新闻传

播等多个学科领域，围绕“重新阐释和建构中

国传统艺术的话语体系”“重新认识和阐释西

方现代艺术的文化结构”“推动艺术与前沿科

学的创造整合”三个问题域，整合资源及力量

开展跨学科、前沿性、高水平研究。艺术研究

院将打造“跨学科艺术理论前沿研究平台”

“全球视野下中国艺术国际传播平台”“艺术

批评与艺术策展人才培养平台”“艺术公共教

育社会服务平台”以及“艺术理论、艺术家工

作室孵化平台”五大特色平台。

未来3-5年，研究院还将陆续面向全校

开设20余门特色课程，涵盖艺术哲学、美学、

艺术理论、艺术批评、中国艺术史、外国艺术

史、艺术传播学、展览形式设计等领域，并依

托艺术哲学系招收博士研究生，招收博士

后。同时，与上海博物馆、上海当代艺术博物

馆、复星艺术中心等艺术机构开展合作，培养

艺术理论、策展、馆陈设计等方面的紧缺人

才。研究院还将以全职引进和柔性引进相结

合的方式，引进国内外高水平专家、学术骨

干，加上已有学术力量，形成团队规模。

值得一提的是，复旦艺术研究院正与维

也纳大学艺术史系、英国皇家美术学院、爱丁

堡大学艺术学院、威尼斯大学艺术史系、奥赛

博物馆等海外著名艺术院系、文博机构开展

学术合作，构建立体化国际合作网络，在艺术

领域的国际合作研究、国际艺术标准制定等

方面发出复旦声音。

本报讯（记者 孙云）2024年徐汇区高

质量孵化器建设推进大会今天上午举行。

本次大会以“孵力加速”为主题，进一步聚焦

孵化服务和要素集聚，重点展示徐汇高质量

孵化的成果和进展，正式启动徐汇区高质量

孵化器“加速计划”。活动中，5位徐汇区高

质量孵化器创业导师获颁聘书，徐汇区科

委与国家技术转移东部中心签署《战略合作

框架协议》，8家第二批区级高质量孵化器获

授牌。

目前，徐汇共聚集19家高质量孵化器，

规划建设面积12万平方米，以国际一流孵化

人才为牵引，加速科技成果转化和硬科技企

业孵化，入孵企业超200家，建成（合作）一批

各类技术平台。同时，徐汇积极构建成果转

化区域创新平台，开展“智汇科技 创新领

航”品牌路演活动，推荐高质量转化项目进

入孵化器，推动技术、项目、初创企业与孵化

器、社会资本、产业资源进行有效对接，促进

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有力畅通成

果“转化—孵化—产业化”路径。

下一步，徐汇区将围绕人工智能大模

型、细胞治疗、合成生物等前沿技术领域，加

快建设概念验证平台，加速原始创新成果的

转化孵化；助力行业领军企业构建产业生态

圈，建设垂直领域产业孵化器，深度孵化产

业链、供应链上下游企业；强化孵投联动，支

持社会资本聚焦硬科技建设孵化器，深化落

实资本与高质量孵化器在项目推荐、投资和

利益共享方面的合作，实现投后管理与孵化

加速的深度融合；加强孵化服务人才队伍建

设，构建多层次的孵化器从业人员培育体

系，举办“加速计划”系列活动，强化创业团

队孵化服务等。

上周末，CCUSG（重症超声研究

组）重症超声培训班在沪举行，由我国重

症超声领域知名专家现场授课，详细传

授重症超声理论知识、实践技能、重症思

维知识及临床应用。

在ICU中，重症超声为患者的病情

评估带来了革命性的改变，被称为“重症

之眼”“看得见的听诊器”。海军军医大

学第三附属医院（上海东方肝胆外科医

院）院长周全表示，重症超声不仅助力重

症医师高效地管理患者，还极大地提升

了临床诊治的效率，为重症患者的救治

打开新的通道和生命的希望之门。

“医生可以通过重症超声，对一位

ICU病人的病情程度展开评估，明确后

就可以开展一系列治疗。”海医大三院超

声诊疗科主任蒋栋教授介绍，“若遇到突

发低血压的病人，如果我们能用超声看

一下心脏，发现是心梗后可以第一时间

抢救，为‘早发现早治疗’赢得时间。”

在很多人看来，超声就是拿着探头

找部位，照几下就好了。蒋栋说，其实不

然，一名超声医生，必须要掌握过硬的解

剖、生理、病理知识，熟悉各种临床疾病，

熟练掌握各种疾病鉴别诊断，才能够练

就一双“火眼金睛”。在上海东方肝胆外

科医院，有了超声的帮助，脂肪肝诊断更

精确，更有利于临床医生合理用药或是

开出针对性更强的运动处方，“比如说脂

肪含量小于5%，是没有问题的，5%-

10%是轻度脂肪肝，11%-17%是中度脂

肪肝，到17%以上就是重度脂肪肝。”

本报记者 郜阳 通讯员 曹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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