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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市脉搏

青年报记者 刘昕璐

本报讯“功利心是阅读培养的大
敌。”“孩子的阅读兴趣，不是被教育出来
的，而是被影响出来的。”……

“4·23”世界读书日之际，上海家长学
校在线课堂举办了一场关于家庭阅读的
专题直播活动。以“阅读·家庭·成长”为
题，金话筒主持人白瑞老师、家庭阅读推
广人陈小文和儿童文学作家王轶美，共同
探讨家庭阅读的路径，分享阅读陪伴的精
彩故事。

白瑞认为，家长引导孩子阅读的方法
至少有3种：让孩子喜欢朗诵，从小爱上阅
读；多带孩子参加读书会，注重阅读后的
分享；开展家庭共读，在阅读中陪伴成长，
增进亲子沟通。因此，她推荐的“教子书”
包括：《自卑与超越》《卡尔·维特的教育》
《原生家庭》《不要用爱控制我》《每个孩子
都需要被看见》《夏山学校》《大师教你做

父母》系列4册等。
身为高级教师和家庭教育专家，陈小

文认为，书不仅是用来读的，也是可以做
和玩的。为此，陈小文开出的书单包括游
戏书：《我是水果》《洞》等；自然探索书：
《山居鸟日记》《去野外》等；动手实验书：
《游戏中的科学》；有关勇气等性格养成的
书：《我想快快长大》《做最勇敢的自己》
《总有一天会长大》《胆小鬼威利》等；优秀
科普书籍：《撼动世界史的植物》《万物运
转的秘密》《少儿科学思维》系列等。

从事儿童文学创作的王轶美老师则
建议孩子从小“做兔子洞里的爱丽丝 ”，
在阅读中走进文学的奇妙世界。在“演”

“唱”“玩”“学”中，体会阅读的乐趣，让阅
读成为悦读，让阅读成为一种习惯和品
质。

另外，在三位专家看来，选出版社、追
作者，奖项可以看作一个“金标准”，并强
调“‘喂’给孩子的书，我们都应该读过”。

青年报记者 吴缵超

本报讯 第三届进博会将首次设置
“公共卫生防疫专区”，记者昨天从中国国
际进口博览局、国家会展中心（上海）举办
的“公共卫生防疫专区”宣介会上获悉，

“公共卫生防疫专区”将通过集约化展示
国际先进公共卫生防疫产品与技术，以及
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中发挥重要作
用的热点产品，来凸显公共卫生防疫领域
前沿发展趋势，助推公共卫生防疫领域的
可持续性发展及全球公共卫生体系建设
和优化创新。

中国国际进口博览局副局长、国家会
展中心（上海）董事长孙成海，中国国际进
口博览局副局长、国家会展中心（上海）副
总裁刘福学，与费森尤斯、拜耳、珀金埃尔
默、勃林格殷格翰四家企业在宣介会现场
签署了参展协议。

进口博览会展览部总经理助理吴珺
介绍说，第三届进博会共设医疗器械及医
药保健展区等六大展区，首次设置的“公
共卫生防疫专区”是医疗器械及医药保健
展区重点打造的区域，截至目前，医疗器
械及医药保健展区签约展览面积达到规
划面积的90%，共吸引了近60家医药领域

世界500强和龙头企业参展。专区对参展
企业进行一定的遴选，以在新冠肺炎“战
疫”中做出突出贡献、相关产品得到广泛
应用的医疗器械及医药企业为主，目前已
有数十家参展企业敲定参与专区展示，分
别来自美国、德国、瑞士等多个国家和地
区，签约展览面积超2800平方米。

新冠肺炎疫情防控重点保障的物资、
预防、监控和治疗等公共卫生体系建设相
关产品，都将被纳入专区集中展示。

从具体的展品来说，既有在疫情救治
中帮助患者“与死神赛跑”的“人工心
肺”——体外膜肺氧合机（ECMO），也有重
症患者不可或缺的设备——呼吸机，更有
在疫情中一度短缺的医护人员防护装备、
试剂盒，以及各类检测分析仪器、医学影
像设备、防护消毒产品等。

面对全球疫情危机，国际社会紧密合
作，积极共享防疫经验、医疗资源、治疗方
案、科研成果，展现了携手抗击病毒的强
大合力。作为第三届进博会重点打造的

“公共卫生防疫”专区，除了展品展示，专
区还将举行重要配套活动，邀请各方共同
探讨新冠肺炎防控的最新成果及公共卫
生防疫行业的发展，推动采购商和展商有
效对接，促进成交。

进博会首设“公共卫生防疫专区”
已有数十家企业参与展示

孩子们在线听课。 受访者供图

“‘喂’给孩子的书，我们都该读过”
世界读书日，专家在线直播如何选书

青年报见习记者 陈嘉音

本报讯 昨日，上海市政府新闻办举
行市政府新闻发布会，介绍《上海市推进
科技创新中心建设条例》（以下简称《条
例》）的主要内容以及下一步工作举措。
《条例》立足于营造鼓励创新、宽容失败的
“宽”环境，充分尊重科技创新规律和科研
人员的合法利益，激发各类创新主体的活
力和动力，旨在激励全社会形成创新风
气。

应对科研创新人员审慎包容。在发
布会上，上海市司法局副局长罗培新表
示，除了科研人员自身的努力之外，还离
不开审慎的监管措施、宽松的创新环境。
罗培新介绍，《条例》主要从以下三个方面
体现对科研创新人员的审慎包容。

第一，根据《条例》第十三条、第十
五条、第二十五条，上海将为科研事业
单位放权松绑，在人员聘用、职称评审、
薪酬分配、机构设置、科研立项、设备采
购、经费使用、成果处置等方面赋予科
研事业单位更大自主权，允许科研事业
单位的专业技术人员利用科技创新成
果在职创办企业，允许科研事业单位将
其依法取得的职务科技成果的知识产
权或者知识产权的长期使用权给予成
果完成人。

第二，根据《条例》第五十一条、第五
十二条，上海将营造有利于科技创新的政
务环境，按照鼓励创新、包容审慎的原则
完善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的监
管措施；重大决策和监管措施的制定要征
求专家智库及社会公众等意见，并推动重
大科技设备和公共科技信息等资源的开
放共享。

第三，根据《条例》第五十条、第五十
五条、第五十八条，上海将推动创新文化、
创新精神、创新价值融入城市精神，营造
鼓励创新、宽容失败的社会氛围；建立健
全科研创新守信激励和失信惩戒机制；建
立支持可能产生颠覆性创新成果但意见
分歧较大的非共识项目；对于科研所产生
的失败，在依法依规、勤勉尽责、未谋取非
法利益、未违反诚信要求的前提下，一律

不作负面评价，依法免除相关责任。
科研人员的收入应当与多方面联

系。记者在发布会上了解到，条例将
“最宽松的创新环境、最普惠的公平扶
持政策、最有力的保障措施”的理念还
体现在制度设计之中。条例加大对各
类创新主体的赋权激励，保护各类创新
主体平等参与科技创新活动，最大限度
激发创新活力与动力。

条例坚持“人才是创新的第一资源”
的理念，推进本市科技创新人才体制机制

“四个优化”，营造近悦远来、人尽其才的
发展环境。

根据条例，本市优化对各类科技创
新人才的培养机制，对创新能力突出、
创新成果显著的科技创新人才给予持
续稳定支持；完善科技创新人才梯度培
养机制，建立健全对青年人才普惠性支
持措施，加大对青年创新创业人才选拔
资助力度。

条例优化人才引进机制，积极引进各
类海内外人才，并在居住（留）证办理、户
籍办理、落户引进等方面给予相应的支持
政策和便利服务。

此次立法优化人才评价和激励机制，
体现创新贡献的价值导向，科研人员的收
入应当与岗位职责、工作业绩、实际贡献
紧密联系。优化人才流动机制，支持科技
创新人才在科研事业单位和企业间合理
流动。根据条例，科研事业单位的科技创
新人才可以通过挂职、短期工作、项目合
作等方式到企业任职，企业任职经历可以
作为晋升专业技术职务的重要条件，有创
新实践经验的企业家和企业科研人员可
以到科研事业单位兼职。

发布会上，上海科创办执行副主任彭
崧表示，对于上海科创中心建设的全局而
言，“三个张江”是上海科创中心建设的主
阵地、主战场。彭崧所说的“三个张江”即
张江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张江科学城、张
江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着眼“三个张
江”参与全球科技竞争与合作，“张江综合
性国家科学中心是国家赋予上海的一项战
略任务。”上海科创办执行副主任彭崧说
道。

上海积极推进科创中心建设

宽容失败 鼓励创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