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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第十二次代表大会 

工 作 简 报 
第 23期  

中国共产党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 

第十二次代表大会筹备工作领导小组宣传组                      2024 年 7 月 1 日  

 

[头条要闻] 

交大医学院党委传达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科技大会、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

会、两院院士大会的重要讲话精神 

    7月 1日，在全党上下庆祝中国共

产党成立 103 周年之际，上海交通大

学医学院举行党委理论学习中心组

（扩大）学习会，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

记在全国科技大会、国家科学技术奖

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上的重要讲话

精神。医学院党委书记江帆主持会议并讲话，医学院院长、中国工程院院士范

先群传达会议精神并授课。 

范先群院长介绍了大会概况，详细传达了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和会

议精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辟论述了科技创新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实

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伟大进程中的重要作用，系统阐明了新形势下加快建设

科技强国的基本内涵和主要任务，更详尽回答了建设科技强国的时代命题。 

联系地址：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东院科教楼 911 室        E-mail：xcb@shsmu.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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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将科技创新过程中的

宝贵经验高度概括为 “八个坚持”，并

首次系统阐明科技强国五方面基本要素。

他强调必须进一步增强紧迫感，聚焦 

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助力发

展新质生产力、充分激发创新创造活力、

构筑人才竞争优势、推动科技开放合作等，以“十年磨一剑”的坚定决心和顽

强意志，只争朝夕、埋头苦干，一步一个脚印把建成科技强国的战略目标变为

现实。 

    随后，范先群院长以《坚持科技创新、攀登医学高峰》为题，通过坚持科

技创新、培育卓越人才、建设世界一流三个方面进行了精彩的授课，鼓励医学

院科技工作者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把学习贯彻

全国科技大会、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精神，与实现医学院事

业高质量发展相结合，肩负起新时代杰出医学人才的责任与担当，推动医学院

科技创新事业向极宏观拓展、向极微观深入，向极端条件迈进，向极综合交叉

发力，为建设世界一流医学院和一流医学学科，为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

人才强国和健康中国，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江帆书记指出：科技自立自强是国家

强盛之基、安全之要，推动高水平科技自

立自强是交大医学院的“必答题”和“抢

答题”。面向 2035 年建成科技强国的宏

伟目标，将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讲话精

神落实到实际工作中。她要求广大党员干

部、师生医务员工要提高政治站位，把习近平总书记讲话精神，融入到即将召

开的医学院党代会的报告中，进一步深入贯彻落实好。交医人要胸怀“国之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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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强化使命担当，正确认识科技创新发展面临的形势任务，进一步深入学

习领会科技强国的“八个坚持”；要把握时代机遇，主动融入科技创新发展的

大局，作为处于生物医药和临床医学领域第一方阵的医学院校，交大医学院理

应担起重任，要将责任感、紧迫感化为实际行动，务实地挑战最前沿的科学问

题，积极推动实现前瞻性基础研究、引领性原创成果重大突破，持续产出具有

重大原创性、颠覆性的科技成果；要牢记使命担当，加快培养卓越医学创新人

才，实现可持续性发展，人才培养是核心中的核心，交大医学院要落实立德树

人根本任务，在人才培养上力争突破，充分发挥高水平研究型医学院校“教育、

科技、人才”三位一体的优势，完善科教协同育人机制，深刻回答好“建设强

国、交医何为”的时代命题。 

江帆书记强调，把我国建设成为科技强国，是近代以来无数中华民族前辈

们孜孜以求的梦想。她要求“交医人”鼓足干劲、发愤图强、以“只争朝夕”

的紧迫感和使命感，以“十年磨一剑”的坚定决心和顽强意志，奋力跑好历史

的接力棒，朝着努力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和健康中国”宏伟

目标奋勇前进。 

    医学院全体党政领导班子成员，科级及以上干部、党支部书记、附属医院

分管科研副院长、科研处处长、众多国家级人才、全体优青班学员等近 400人

参加学习。 

师生医务员工热议 

周翔天 

医学院科技发展处处长、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 

    我深入学习了全国科技大会上的重要讲话，深感振奋和鼓舞。习近平总书

记的讲话不仅是对科技工作者的极大鼓舞，更是对全社会发出的明确信号：科

技创新是推动国家发展的核心动力。作为一名科研工作者，我深感责任重大。

我们必须充分认识到科技的战略先导地位和根本支撑作用，将科技创新作为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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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学校发展的重要引擎。我们要加强有组织的科研顶层设计和统筹谋划，为学

校的科研工作提供有力支持，鼓励科研工作者尤其是青年科研工作者积极投身

科技创新，培养更多具有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人才团队。讲话中提到的“加

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目标，也为我们指明了方向。我们要坚持国家

战略需求引领，继续围绕医学前沿领域创新研究和重大疾病防治“卡脖子”问

题，充分发挥交大医学院一流的基础研究和强大的临床优势，努力催生“从 0

到 1”的原创性科研成果，建立具有知识产权的临床级生物药物研发策源地，

力争实现科研力量集中、创新动能不断释放，为实现科技强国战略目标贡献自

己的力量。 

高小玲 

基础医学院药理学与化学生物学系教授、2021年度教育部长江特岗学者 

    作为生物医药科研工作者，我深受习近平总书记在 2024 全国科技大会上

关于创新驱动发展的鼓舞。创新是推动生物医药领域发展的关键动力，而只有

将创新科研成果转化为新质生产力，才能真正实现服务病患的理想。同时，转

化人才的培养至关重要，他们是未来将理想转化为现实的中坚力量。我期待未

来能够参与到更多基础科研和创新转化工作中，并在此过程中培养具有转化思

维的后备人才，为服务人类健康做出应有的贡献。 

汪一心 

公共卫生学院环境与健康系主任、23年度国家优秀青年基金（海外）获得者 

    有幸在线观看了此次召开的科技盛会，了解到我国科技事业在前沿基础研

究不断实现新突破，让人备受鼓舞。作为青年学者，我们应肩负起科技兴国的

使命，自觉将个人学术追求融入建设科技强国的伟大事业中，充分利用交医“医

防融合、医工医理医文交叉、宏观 + 微观、人群 + 基础”的“大公卫”特色

学科群，埋头苦干，力争上游，为中国迈向世界重要科学中心和创新高地贡献

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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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彭鹏 

附属瑞金医院血液科主任医师、2023年度教育部青年长江学者 

    作为一名青年科技工作者和曾经的援藏干部，我深刻体会到科技创新对于

国家发展和民族振兴的重要性，唯有科学技术的独立自强，才能让我们屹立于

世界民族之林。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为我们设定了目标，明确了方向，鼓舞了

人心，后续工作中我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指示，在我所从事的淋巴瘤精准诊

断和治疗领域中不断突破，通过深入的基础和临床研究将发病机制新发现切实

转化为临床可广泛使用的诊治技术，并将其推广应用于广阔的祖国大地，让普

通老百姓也能切切实实地享受到科学技术带来的福利。 

曹竹君 

附属瑞金医院内感染科主治医师、研究员 

    “发挥制度优势，科创自立自强”，是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科技大会、

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以及两院院士大会上对科技工作者重要讲话的最大感

受。我作为传染病学领域的青年医生和研究者，在抗击新冠疫情的工作中，亲

眼见证了我们国家打破西方的垄断局面，先后自主研发了克尔来福

（CoronaVac）、民得维、先诺欣等这些在抗击疫情中发挥关键作用的疫苗和药

物，这些离不开国家科技发展的制度优势。尽管中国目前仍面临“原始创新能

力还相对薄弱，一些关键核心技术受制于人，顶尖科技人才不足”的局面，但

作为年轻的科技工作者，在科技革命的浪潮中，我们需要锚定国家战略需求，

在国家科技制度的支撑下，在自己的领域攻坚克难，自立自强，为祖国的人民

生命健康做出自己的贡献。 

刘志 

附属仁济医院/上海市免疫治疗创新研究院研究员、2023年度国家优秀青年

基金（海外）获得者 

作为一名科研工作者，我深感责任重大，也备受鼓舞。总书记强调了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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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对国家发展的战略重要性，明确了未来科技发展的方向，这让我对自己的

科研工作有了更深的理解和更高的期待。在量子科技、生命科学等领域的重大

突破，让我意识到基础研究的重要性。作为一名科研人，我深知自己的科研道

路才刚刚起步，但总书记的讲话让我明白，只有脚踏实地地进行基础研究，不

断探索未知，才能在科技前沿有所突破。总书记提到要完善科技体制，激发科

技人员的积极性和创造力，这让我看到了国家对科研环境的重视和改善。我相

信，在这样的环境中，科研工作者们能更好地发挥自己的才能和创造力。我将

以更加饱满的热情和坚定的信念，投入到科研工作中去，为实现科技强国的目

标贡献自己的力量。 

周慧芳 

附属第九人民医院眼科副主任、2022年度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眼健康是国民健康的重要组成部分，我所在的上海九院眼科团队在范先群

院士的带领下，围绕疑难眼病重大问题，发扬攻坚克难精神，以产出原创性科

技成果为目标，以开发数字化眼科高端医疗装备、研发致盲性眼病靶向药物及

建立眼科人工智能诊疗系统为核心，旨在形成一批具备自主知识产权和满足眼

健康需求的重大科技成果、药物/医疗器械和诊疗规范，持续为国家自主知识

产权新药和诊疗装备比重提升做出贡献。我将积极响应习总书记的号召，承担

我们这一代人的使命和担当，以更加饱满的热情投身于科技事业，为实现 2035

年建成科技强国的战略目标不懈奋斗！ 

王智超 

附属第九人民医院整复外科副主任医师、副教授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科技大会、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以及两院院士大会

上的重要讲话，不仅是对科技领域杰出贡献者的表彰，更是对全国科技工作者

的激励和鞭策。站在医务工作的岗位上，我深切体会到科技进步对医学领域带

来的巨大变革。作为一名医务工作者，我深知自己的责任和使命。我们不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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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患者的身体健康，更要关注他们的心理健康和生活质量。因此，我们需要

不断学习新知识、掌握新技能，以适应科技发展的需求。同时，我们还要注重

团队合作和跨界融合，与科研人员、工程师等紧密合作，共同推动医学领域“新

质生产力”的发展。我将继续秉承“以人为本、以患者为中心”的服务理念，

不断提高自己的专业素养和服务水平，为患者提供更加优质、高效的医疗服务，

为健康中国的建设贡献出自己的一份力量。 

 

医学院党委推出“喜迎党代会• 成果巡礼”专栏第五期 

中国共产党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第十二次代表大会即将召开，本次大会

是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

和上海市第十二次党代会精神，全面实施“十四五”规划的重要会议。承前

启后，意义重大！ 

过去的六年是砥砺奋进、攻坚克难的六年。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全体师

生医务员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勉励寄语”和“嘱托”精神，全面贯彻

党的教育方针，始终坚持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在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

人才强国和健康中国的征程中努力前行，为谱写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医学院和

一流医学学科建设新篇章而不懈奋斗。 

在此，特别开启“喜迎党代会•成果巡礼”系列报道，全方位地展示医学

院在各项事业中所取得的优异成绩，进一步激励全体师生医务员工以昂扬的

激情、踏实的作为迎接医学院第十二次党代会的胜利召开！敬请关注。 

 

统筹推进学科布局和建设，学科综合实力取得新提升 

六年来，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锚定建设“世界一流医学院和一流医学学科”

战略决策，持续优化学科规划布局，加快建设一流学科平台，着力提升学科整

体水平，助力学科建设内涵式、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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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顶层设计，优化学科规划布局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紧紧围绕国

家 “双一流”的战略决策，统筹学科规

划战略布局，进一步优化学科规划布

局，实施学科建设“尖峰、攀峰、造峰、

筑峰”的“四峰”工程，助推学科分层

分类分阶段发展。 

重点打造临床研究与转化的临床医学“尖峰”工程，推动临床医学学科体

系不断优化，专科优势更加凸显，临床研究能力不断提升，辐射带动更加广泛，

学科整体实力保持全国第一，若干学科领域冲击世界一流。 

助力基础医学、口腔医学和药学等一流学科“攀峰”工程，坚持强基础和临

床合作、强医理和医工交叉，持续推动基础医学学科“从 0到 1”的原始创新

和“从 9到 10”的成果转化；充分发挥国家口腔医学中心和国家口腔疾病临床

医学研究中心辐射作用，推动口腔医学

学科整体实力更上新台阶；加强新药与

创新生物技术研发和转化，推动新药研

发、临床药学服务和成果转化等突破，

全面夯实药学学科建设内涵。发挥优势

学科引领带动作用，建设“宏观+微观、

人群+基础，医工、医理、医文多学科交叉”的公共卫生与预防医学、极具交医

特色的校院一体化发展的护理学科以及面向技术变革前沿和急需紧缺方向的

医学技术学科，构筑学科协同发展的新格局。 

聚焦新医科建设，布局新兴交叉学科“造峰”工程，推动医学与信息技术、

生物学、材料学交叉协同与融合，布局数字医学、医学技术、生物材料、全健

康、康复医学等新兴交叉和国家急需紧缺学科/领域方向，着力形成学科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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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峰。 

筑牢一流学科发展支撑体系“筑

峰”工程，建设引领学科发展的国家级

科研创新基地；打造一流的公共技术

平台与实验教学平台，支撑学科科研、

教学、人才一体化发展，筑牢学科发展

的根基；强化临床研究能力提升计划，助推以问题为导向的有组织临床科研创

新研究。 

通过全面实施学科建设“四峰工程”，推动优势学科强势发展，交叉学科

融合发展，新兴学科精准发展，建成一批国内领先、国际知名的优势学科群，

形成了高峰耸立、高原迭起的一流学科群发展态势。临床医学、口腔医学、基

础医学、药学等 4个学科连续两轮入选国家“双一流”建设名单，学科整体水

平进入全国第一方阵前列。 

夯实学科内涵，建设一流学科平台 

一流学科是一流大学建设之基。 

坚持服务国家战略需要，满足人

民健康重大需求，充分整合校部、医学

院和附属医院优势资源和科研力量，

进一步加强学交叉，打造一流学科平

台，夯实学科建设内涵，推进围绕大健

康产业的学科基础创新、临床研究和

产业转化一体化建设，助推学科高质量发展。 

面向国际前沿，促进临床和基础深度融合，着力推进上海精准医学研究院、

上海市免疫治疗创新研究院、上海市病毒研究院、松江研究院建设。推动学科

交叉，加快共性技术、关键核心技术联合攻关，聚焦“卡脖子”问题，建设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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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医学研究院、生物材料与再生医学研究院和医学技术与装备研究院。瞄准新

兴学科领域和国家重大需求，建设全健康研究院、康复研究院。构建高水平专

科发展新模式，建设融医、教、研为一体的消化科学院、骨科学院、临床药学

院。对接国家中西医结合战略，建设中西医结合转化医学重点学科和中医西医

汇聚创新研究院。 

为推动学科高质量发展，医学院搭建“大师论道”高质量学科发展系列论

坛，已经已成功举办十四期，先后邀请 40 多位两院院士和诺贝尔奖得主等全

球顶级学术“大咖”，分享医学领域最前沿的知识和研究动态。营造浓郁的学

术文化生态，让全院师生在百年校园内“转身遇到大师”成为一种常态。 

 

锚定发展目标，提升学科整体排名 

学科评估是高等教育机构学科实力

的重要体现，也是衡量一个学校综合实

力的重要指标之一。 

医学院以“四峰”工程为驱动，学科

整体实力水平持续提升，国际影响力和

国内外权威排行榜排名不断跃升。 

第五轮教育部学科评估成绩喜人，

临床医学、基础医学、口腔医学位列全

国顶尖学科行列，护理学进入国内一流

学科前列。根据最新 ESI 引文量排名，

8个学科进入全球前 1%，其中 4个学科

进入全球前 1‰，临床医学稳居全国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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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在 QS世界大学最新排行中，医学学

科全球排名 83名，牙科学排名 77名，

解剖与生理学排名 36名，药剂学与药理

学排名 73名，护理学首次进入榜单。在

U.S.News世界大学排名中，临床医学等

13个学科位列全球百强，4个学科位居

全国第一，9个学科位居全国前三。在软科“中国最好学科”排名中，临床医

学稳居全国第一，基础医学、口腔医学位居全国第二。 

未来，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将始终坚持“四个”面向，发挥部市共建一流

医学院体制机制优势，以世界一流和中国特色为根本动力，进一步优化学科布

局、前瞻规划，探索形成相互支撑、协同促进的学科发展的新格局，为教育强

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和健康中国建设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报：上海市教卫工作党委，上海交通大学党委 

送：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党政领导 

发：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院本部各党委、党总支、直属党支部、各附属单位党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