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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叶薇）今年上
半年，上海软件和信息服务业呈
现“稳中有进、进中提质”的良好
态势，对全市经济增长形成了有
力支撑。根据市统计局核算，今
年1—5月，本市软信业营收总规
模超6900亿元，同比增长20.4%，
高于全国14.3%的平均增速。
分行业看，集成电路设计、智

算云服务等细分行业增速超预
期。互联网及相关服务业营收总
规模约 3300亿元，同比增长
13.7%，其中互联网平台等细分行
业增速较快；从各区看，全市15个
区软信业营收同比实现正增长。
杨浦、普陀等中心城区同比增速达
到25%、22.6%，郊区中，金山、松江、
奉贤等区实现高速发展，增速均
超45%。从企业看，本市13家重
点平台企业营收超2900亿元，占
全市总营收四成以上。此外，本市
规上企业共计实现利润总额811
亿元，同比增长55.3%，企业利润
率接近12%。此外，全市软信业上
半年共计完成98笔融资，获投融
资笔数占全国总数的16%。
为持续保持本市软信业向好

向快发展态势，近日市政府印发
《上海市促进软件和信息服务业
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措施》，推出一
揽子政策，主要有17项具体举
措。比如，直接给予企业免审即
享的奖励性政策，建立梯度式企
业奖补机制：对优质企业，鼓励各
区对区域内全年营收超20亿元，
且增速超全市平均增速1.2倍的
软信业企业给予奖励；对中小企业，按营收规模分
档给予企业一次性奖励，奖励标准从500万元到
3000万元不等；对小微企业，按增长速度分档给予
一次性奖励，奖励标准从30万元到50万元不等。
此外，新一轮支持政策注重加强人工智能应

用。比如，通过“算力券”更大范围支持创新主体
广泛应用模型即服务能力，全面降低调用模型、部
署模型的使用成本；支持软信业企业协同行业用
户加快大模型在工业、金融等行业的深度应用，对
应用效果显著的优质项目给予不超过30%的资金
补助；支持软信业企业发展通用智能体，对达到一
定用户规模的智能体给予资金补助。对优质项目
给予不超过50%的资金补助。
对高端软件、数字内容、数字技术、数据要素

等细分赛道呈现逆势增长或较强发展潜力的企
业，《若干措施》也将分类施策，进行鼓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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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教卫新闻

两次进博历练，反复打磨简历，多次面试模拟

“小叶子”成功入职“四叶草”
上海理工大学外语学院英语科技翻译专业毕业生骆晓娟早早思考个人

发展方向，结合专业特色和自身优势积极参与两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志
愿者服务。在学院访企拓岗活动中，她抓住展现机会，最终顺利就业，成为
国家会展中心（上海）新员工。
以下是她讲述的就业故事：

上海理工大学
骆晓娟

我的就业故事

在大学的职业规划课上，我就立志将

个人发展与国家战略相结合。作为一名党

员，我始终以“服务国家需求，展现青年担

当”为职业追求。通过参与两届进博会，我

深刻体会到会展行业在推动对外开放中的

重要作用，由此确立了投身国家会展事业

的职业目标。

求职前，我系统梳理了自身优势：作为

英语科技翻译专业学生，我具备良好的沟

通能力和语言优势；连续两年担任进博会志

愿者的经历，使我熟悉大型国际展会运作

流程，积累了外宾接待、危机处理等实战经

验；作为校青年志愿者协会骨干和党员，我

拥有优秀的组织协调能力和政治素养。

基于此，我将求职方向聚焦于国家级会展平

台，特别是服务国家战略的大型会展企业。

在外语学院的访企拓岗活动中，在辅

导员的帮助下，我着重突出“英语科技翻译

专业+进博会实战经验”的复合优势修改

简历，重点展示了在进博会期间处理外宾

接待、技术翻译等工作。带着这份简历，在

学院组织的国家会展中心（上海）参观交流

中，我抓住了难得的求职机会。

我也曾广泛投递简历，很快发现这种

模式效率低下，于是及时调整——精准定

位，主攻国家会展中心（上海）等国家级平

台，了解招聘岗位要求；简历突出“双线作

战”经历——既展示在招商处接待VIP采

购商的服务细节，又强调作为党员志愿者

带领我校进博会“小叶子”圆满完成进博会

志愿工作的领导力。我还主动联系国家会

展中心（上海）的招聘老师，了解企业用人

标准，在笔试准备环节加深自己对进博会

和国家会展中心（上海）的理解。我先后通

过国家会展中心（上海）的简历筛选和笔试

环节，获得面试机会。

为展现专业素养，我为面试做足准

备。比如重新梳理进博会相关知识以及国

家会展中心（上海）的发展定位，结合进博

会案例阐述“主场外交”的运营逻辑；总结

经验，准备了属于自己的进博故事，既有服

务一线时克服困难的时刻，也有成功协调

重要采购商团体与展商对接的成功案例；

此外，我还研读《中国展览业发展统计分析

报告》，在面试中畅谈对“会展经济助推双

循环格局”的见解。这些准备从初次面试

到最终面试，都为我游刃有余应对面试官

的各种问题打下了基础。我想，或许是源

于亲身经历的见解，让我在一众优秀的候

选人中脱颖而出，也让考官看到了一个既

有专业深度又有实践积累的应聘者形象。

最终，通过层层筛选，我如愿获得了国

家会展中心（上海）的Offer。回首求职路，

那些在“四叶草”披星戴月的日子、反复修

改的简历、多次面试模拟，都化作了成长

的阶梯。而求职过程中对进博会越来越

深刻的理解，也更加坚定了我加入国家会

展中心（上海）的决心，在未来努力诠释新

时代会展人的使命。

本报记者 易蓉 整理

昨天，“漕泾小小兵”暑期军训活动在金山
区漕泾镇正式启动。首批来自漕泾中学的学生
在漕泾镇军警民联防大队队员的带领下从最基
础的队列练习学起，立正、稍息、齐步走，每一个
指令，孩子们都全神贯注地执行。在教官的严
格要求下，原本歪歪扭扭的队伍逐渐变得整齐
划一，孩子们稚嫩的身姿展现出坚韧的力量。

据悉，整个暑期军训活动共有6个班次，训
练内容有队列练习、整理内务、应急救护等技
能，旨在提升青少年爱国精神，提高能力水平，
淬炼自身意志。 本报记者 陶磊 摄影报道

汗水淬炼少年志
暑假练成小小兵

打造属于中国的科学大奖
2015年1月20日，未来论坛诞生。成立

大会上，两个看似没多大联系的群体聚在了
一起：一边是成果斐然的著名科学家；另一边
是精明能干的成功企业家。这场会议发起了
一个倡议：打造属于中国的科学大奖。
一年后，单项奖金达100万美元的“未来

科学大奖”问世。国际顶刊《自然》杂志称其
为“中国诺贝尔奖”。南方科技大学讲席教
授、2022未来科学大奖获奖者杨学明介绍，大
奖是由民间公益组织颁发的世界级科学大
奖，设置生命科学奖、物质科学奖、数学与计
算机科学奖三个奖项。
迄今，共有39位成就斐然的科学家荣登

领奖台。每一位科学家的工作，都切实给人
类带来了变化：卢煜明教授开创的无创产前
DNA检测，全球每年有上千万孕妇会用到这
项技术；马大为教授研发的催化剂，世界各地
制药工厂都在使用……
更令人欣喜的是，这十年间，企业设立民

间科学奖项蔚然成风，形成了一股激励科学
创新的社会力量。

形成尊重科学精神的氛围
记者了解到，未来科学大奖的章程和评

选制度是参照诺贝尔奖、图灵奖等国际知名
大奖设立的。起初，未来科学大奖创始科学
委员会讨论了很久：大奖的定位到底是颁发
给中国科学家，还是全世界的科学家？是终
身成就奖的性质，还是优先支持年轻人？最
终决定，不限获奖人的国籍，但是他们的获奖
工作必须是在中国大陆（内地）、香港、澳门及
台湾完成的。特别是，第一年启动大奖评审
的时候，评审章程的每一条都是科学家们亲
自修改的。
获奖者们感慨，十年耕耘，大奖见证了中

国基础科学从学习追赶迈向并肩前行的蜕
变，更促进了尊重科学精神氛围的形成。
“明天，在上海自然博物馆，获奖科学家

将与青少年互动，让科学的种子在年轻人中
生根发芽。我们期待通过这样的方式，让科
学精神薪火相传。”上海交通大学李政道研究
所副所长、未来科学大奖科学委员会委员丁
洪透露。

科学家在关心哪些“未来”
真正的未来科学，始于对未知永恒的追

问，成于人类智慧共同体勠力同心的不懈求
索。2025年，中国科学家都在关心什么？
就在前两天，第二十七届中国科协年会发

布了10个前沿科学问题、10个工程技术难题
和10个产业技术问题。基于临床和多组学大
数据的新药研发体系、卫星遥感数据的智能
化处理与产业化应用……记者梳理发现，这
30个问题难题中，很多都是人工智能与各学科
领域的交叉融合。
而在今天的未来科学大奖十周年庆典

上，科学家们同样探讨了很多大众都关心的
话题——
“未来在肿瘤领域可能出现哪些突破？”
西湖大学讲席教授管坤良说，一是肿瘤

的早期诊断，二是免疫治疗，“在我们有生之
年，肿瘤有望变成可以治疗的慢性病。”
“面对AI对生命科学的影响，我们应该

做出怎么样的战略部署和前瞻布局？”西湖大
学校长、2017未来科学大奖—生命科学奖获
奖者施一公表示，在座的有很多上海高校的
研究生、本科生，你只要有批判性思维、有好
的基础研究的训练，你总能立于不败之地，
“学生彼此之间多合作些，课题组长多合作
些，跨学科交流多一些，让AI在这个过程中，
帮助我们想得更好。”

本报记者 郜阳

跨越科学边界，连接科学探索与公众认知

“未来科学大奖”走过十年
在探索真理的漫长征途中，总需要一群执灯者——他们以基础科学为炬，照亮

人类认知的边界。
7月，上海，这座创新、开放与梦想之城，在世界会客厅迎来了未来科学大奖十

周年庆典：盛会不仅云集了16位历届获奖人亲临参与，还汇聚了十多所顶尖高校
校长等教育界“掌灯人”。
这场打破学科壁垒的盛宴，让深奥前沿研究与公众认知在“科学进行时”中激

烈碰撞，也让人们看到，我国的科学家们在思考什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