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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新网 ( 记者 许婧 )
    经过 6个月紧锣密鼓建设，
上海理工大学东方泛血管器械创
新学院 14 日成立战略咨询委员
会以及学术、学位委员会，复旦
大学附属中山医院葛均波院士，
海军军医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刘建
民教授，南通大学教育部·江苏
省神经再生重点实验室主任顾晓
松院士，华南理工大学教授、国
家人体组织功能重建工程技术研
究中心主任王迎军院士，北京航
空航天大学房建成院士，东华大
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院长朱美
芳院士等专家将作为首批战略智
囊团成员，合力推动学院高标准
建设、高质量发展。

　　
   上海理工大学东方泛血管器
械创新学院首批专家委员聘任仪
式暨战略研讨会14日在沪举行，
来自校企医监研等领域的专家学
者齐聚上理工，围绕东方泛血管
器械创新学院战略布局、发展规
划等展开深入研讨，以期为国家
和上海医疗卫生事业培养出更多

的“跨界”创新人才，以产学研
用全链条发展模式推动更多的创
新成果转化为医疗技术领域的实
际产品。
　　上海理工大学东方泛血管器
械创新学院是由上海理工大学联
合葛均波院士团队和刘建民教授
团队，于 2022 年末在上海理工
大学成立的独立二级学院。学
院自 2023 年起开始独立招生，
全方位打造研究生教育改革“特
区”，培养高层次泛血管器械与
治疗技术创新人才。
　　上海理工大学党委书记王凌
宇表示，医疗装备行业已成为全
球发展最快的产业之一，是新时
代高新技术产业竞争的焦点领
域，也是衡量国家科技水平的重
要标志。东方泛血管器械创新学
院在 6 个月的时间里，从组建学
院创始团队到成立学术、学位
委员会，到启动组建第一批双
PI(负责人)交叉学科创新团队，
再到申报国家创新中心，学院旨
在坚持需求导向、问题导向、效
果导向，全面构建“面向人民生
命健康”的医工交叉创新新格局。
   葛均波指出，东方泛血管器
械创新学院旨在开展医工融合研
究领域创新性研究，培育泛血管
器械的卓越人才。学院秉承“医
学的创新，医生是源头，工程师
是骨干，最终为了造福患者”的
器械创新理念，希望通过高质量
医工交叉项目，构建产学研用贯
通的协同创新体系，加快泛血管
领域的创新与转化，助力上海乃
至全国生物医药产业发展。
　　上海申康医院发展中心副主
任马延斌提到，申康医院发展中

心是上海理工大学的紧密合作伙
伴，双方在医工交叉、平台建设、
人才培养、智库建设等各个领域
互相依托、互相支持。相信东方
泛血管创新学院将会继续秉承创
新理念，为医工交叉、产教融合
及创新医疗器械的转化打造出不
一样的天地，也将会成为上海市、
长三角、全国乃至全球医工创新
发展的典范。
　　刘建民详细介绍了东方泛血
管创新学院的成立背景和学院
2023年的主要工作目标及计划。
他说，学院将不断推动“校企医
监研”紧密结合，为临床诊疗提
供更加有力的服务支撑，通过科
技创新为人民谋健康。学院将在
介入材料、生物固体力学、生物
流体力学、生物量子力学、人工
智能与大数据、泛血管复杂系统、
医疗器械监管科学、介入能量技
术等领域组建交叉学科创新团
队，以期凝聚更多热爱创新、勇
于创新的青年人才，不断探索泛
血管创新孵化体系及路径，推动
中国泛血管医疗器械创新发展。

湖北远安：一个蚕桑古镇的

“破茧成蝶”

   　中新网宜昌 (胡传
林 董晓斌 王丹 )
   200 余户的小村庄，
几乎家家种桑养蚕。盛
夏时节，行走在湖北省
远安县嫘祖镇荷叶村，
随处可见枝繁叶茂的桑
树和村民家中的方格蚕
簇，一条条看似不起眼
的蚕宝宝，为当地村民
铺就了一条致富路。
　　远安是嫘祖故里，
当地植桑、养蚕、缫丝、
织绢之术和信奉、祭祀
嫘祖风俗世代相传。嫘
祖镇养蚕历史悠久，当
地所产的“垭丝”自古
就是皇室贡品。近年来，
嫘祖镇通过以桑蚕专业
村为示范引领，扶持壮
大桑蚕产业，带动村民
增收致富。
   今年 69 岁的曾庆军
是荷叶村一名养蚕专业
户，他将自家房屋用木
板隔成两层，养了两张
蚕纸 ( 指蚕簇，供蚕结
茧的器具 ) 的蚕。“这
批蚕卵再过五六天就可
以吐丝了，预计可以卖
5000多元钱。”曾庆军说。
　　曾庆军介绍，蚕的
平均生长周期在一个月
左右，夏季气温高，蚕
生长快，25天就能成茧，
“一般情况下，一张蚕
纸平均可产蚕茧 35 公斤

至 40 公斤，按照今年市
场收购 48 元 / 公斤计
算，每张纸能让家庭增
收 1600 元以上”。
　　嫘祖镇党委书记张
贤武介绍，为了发展壮
大桑蚕产业，该镇持续
进行桑蚕基础设施改造，
不断引导村民改良养蚕
技术，提升蚕丝品质。
同时，增建蚕茧收烘站
和小蚕共育室，每年为
养殖户开展技术指导与
农资发放，大大提升了
村民发展桑蚕产业的积
极性。
　　离曾庆军家不远就
有一家桑蚕专业合作社，
偌大的生产车间内，工
人正忙着从网格里摘蚕
茧，然后放进炉柜里加
热烘干。合作社负责人
陈启俊介绍，2016 年，
他从附近村民手中流转
土地种植桑树，现已拥
有桑园 800 亩，年产茧
量 60 吨。2002 年， 在
嫘祖镇政府的支持和帮
助下，合作社又引进整
套蚕丝被加工设备，年
产优质蚕丝被 2000 余
床，完全不愁销路。
   “我们村现在已有蚕
农 102 户 210 人，桑园
总面积达到 1000 亩。”
荷叶村党支部书记、村
委会主任周善华说，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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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妨多点“院内可以晒粮”

　　一张政府大院的告示在社交
媒体上走红。告示贴在 ( 河南滑
县 )“瓦岗寨乡政府”的牌匾旁
边，红底大字非常醒目——院内
可以晒粮。除了牌匾和告示，照
片里的景物十分有限，但忽然之
间，这个政府的机关大院就有了
形象。
　　自古稼穑关天下。农业农村
部信息显示，全国“三夏”工作
正在紧张进行，冬小麦收获进度
已过八成，夏种也正在压茬推进。
广袤田地间，收、种、晒、储各
自都是一场战役，有的环节必须
有大规模的农机维修保障、有的
环节需要加速路网运输——刷刷
此时“三夏”的新闻，似乎连文
字的节奏都比平时更快，可以想
见此刻农民所急、乡土所急。这
张告示的出现，则是一种无声的
宽慰，告诉我们基层干部此时在
想啥、基层干部此时在忙啥，让
人平添了一种安全感。

　　一系列环节中，晒粮更是难
点。随着城镇化的推进，农村传
统的空间结构已经发生了很大改
变，平顶房逐渐被取代，粮食不
能晒在屋顶上了；打麦场日渐消
失，粮食不能晒在场上了；公路
晒粮极容易出现各种事故，粮食
肯定不能晒在路上了，所以中央
媒体上这两年还有读者专门来信
发问：“粮食该晒在哪儿？”一
张告示显示了基层政府回答这个
问题的努力。如果粮食能晒在政
府院里，这样的政府也一定有动
力调配出更多的集中晾晒点，也
一定有心气儿思考长久解决之
道。
　　政府院里晒粮，不大的一件
事，估计此地年年如此。人们看
重的却正是这不经意间流露的服
务型思维以及在每个细微处“急
群众所急”的习惯，这就是关乎
初心的事了。为什么“五一”旅
游季，提出县政府免费停车的安

徽歙县火了？为什么每次有地方
宣布向市民、游客、工商户开放
机关厕所，无论是湖北云梦、江
苏沭阳还是山东淄博，都会在社
交媒体上火起来？正因为它们有
着同样的逻辑、同样的思维，而
这些，正是老百姓非常珍惜的东
西。
　　对看重的东西，中国百姓有
自己的赞许和表达方式。“院内
可以晒粮”的告示走红之后，又
有更多网友发出了当地晒粮照
片，拍照上传了乡政府大门另一
侧挂着的条幅“农机手院内免费
就餐”。人们自发保持着这个新
闻的热度，增加着同类新闻的素
材，不就是“看在眼里”“记在
心上”的感谢吗？当然，还要想
到，这也是中国百姓的智慧，无
声地传递着一种鞭策——多点
“院内可以晒粮”。
本文源自光明日报 
作者：刘 白，系媒体评论员

葛均波院士领衔，上海理工大学
东方泛血管器械创新学院组建战
略智囊团 上海理工大学供图

忙碌了一季的桑蚕合作社喜获丰收 周星亮 摄

委会主任周善华说，村
里今年养蚕比去年约增
长 10%，蚕茧产量约增
长 1300 斤， 预 计 养 蚕
300 多张，全村蚕农预
计经济收入能达到 60 余
万元。
   目前，嫘祖镇正在规
划桑蚕基地养蚕大棚及
晒场建设项目，该项目
完成后，将有效扩大桑
蚕产业规模化，预计可
增加规模化养殖桑蚕约
50-100 张，产值增加约
30 万元，带动周边农户

务工增加经济收入 1000
至 5000 元，促进全镇蚕
桑产业发展，助力乡村
振兴。
　　张贤武表示，下一
步，嫘祖镇将继续做强
桑蚕产业基础，积极探
索“文化 + 产业”的发
展道路，在深度挖掘嫘
祖文化的同时，进一步
探索标准化桑蚕养殖，
打造一村一品桑蚕专业
养殖村，坚持走桑旅融
合之路，将桑蚕文化一
代一代传承下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