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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重庆-重庆日报首席记者 张亦筑

10月22日，西部（重庆）科学城凤栖湖畔，金
凤实验室举办2024年度科技成果发布会。

本次发布的6项重点科技成果，包括单碱基
精度3D全景空间多组学技术、单细胞多组学智
算平台、全参数AI成药性（ADMET）预测平台、
基于高通量芯粒集成技术的二代测序仪、实验动
物病理AI辅助分析系统和中国人群中枢神经系
统肿瘤甲基化聚类图谱。这些科技成果具有鲜
明的“金凤”特色，均服务于产业发展、临床应用，
在关键科学问题或技术上实现突破，首创、原创、
居国际前沿。

而且，这些科技成果，都聚焦同一个核心任
务——“重大疾病的下一代诊断”，以此为主干，
形成有关联的“葡萄串”。

这一串“葡萄”的形成，源于一张任务聚焦、
路径清晰的科研任务清单，背后是金凤实验室根
据这张科研任务清单，充分发挥体制机制优势，
联合顶尖高校和科研机构、领先企业，集中优秀
科学家力量，采用有组织科研创新范式，开展跨
学科跨领域“大兵团”作战的结果。

“作为首个投入运行的重庆实验室，金凤实
验室要建设重庆实验室‘新样板’，国家战略科技
力量的‘生力军’，就必须这么干。”金凤实验室副
主任徐辉说。

国家重大战略需求是什么
实验室的核心任务就是什么

国家实验室体系是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的重
要组成部分，对标国家实验室，近年来，各地都陆
续成立省（区、市）实验室，打造国家实验室“预备
队”，力争在国家创新版图上占有一席之地。

在此背景下，作为重庆布局建设的四大重庆
实验室之一，金凤实验室应运而生。

2022年6月，金凤实验室揭牌投用，由中国
科学院院士、陆军军医大学西南医院病理科主任
卞修武担任实验室主任。从成立之时，实验室就
把“重大疾病的下一代诊断”作为核心任务。

为何？
据介绍，病理诊断被誉为疾病诊断的“金标

准”，是疾病治疗的重要参考依据。当前，病理诊断
是我国医学学科发展的薄弱环节，为此，加强以病
理诊断为核心，有机整合检验和影像学科的“重大
疾病的下一代诊断”研究成为国家重大战略需求。

“国家重大战略需求，就该是金凤实验室瞄
准的研究方向和主要任务。”徐辉表示，而这也是
重庆“跳一跳、够得着”的“国家大事”。

既然要“集中力量办大事”，那么，所有科研
都要聚焦，围着核心任务转。为此，聚焦核心任
务，金凤实验室启动实施了病理表型组科学计
划，并细化具体研究方向，制定科研任务清单。

金凤实验室科技委员会，是实验室开展科研
的“最强大脑”，以张学敏院士为主任委员，集聚了

23名顶级科学家，科研任务清单正是由他们精心
凝练而成。清单上的每一项任务，都由当前的主
要科学问题及产业发展制约要素决定，真正是临
床面临的痛点难点。这样带来的好处是，更加有
的放矢，让金凤实验室紧紧围绕国家重大战略需
求，凝练原创科学问题，集中力量开展科研攻关。

“脑胶质瘤病理表型组与个体智能诊疗”是金
凤实验室最早确立的科研专项，其科研任务清单
上，凝练了探索肿瘤发生与演进、解码肿瘤免疫微
环境等7项科研任务，并探索“基础研究、应用基
础研究、转化研究”科研任务一体化设计，既要“顶
天”，解答科学问题，也要“立地”，推动成果转化。

从“想干什么就干什么”
到“需要他们干什么就干什么”

有了任务清单，才好“招兵买马”，开展“大兵
团”作战。

以“脑胶质瘤病理表型组与个体智能诊疗”
为例，根据科研任务清单靶向招引人才，目前，金
凤实验室组织了18个团队开展协同攻关。这18
个团队整合了医学、理学、工学三大门类，生物
学、遗传学、病理学、影像学、免疫学、临床检验、
人工智能、计算科学、合成生物学、纳米材料等多
个学科的人才，包括院士团队、国家级人才团队
等，真正体现了跨学科跨领域。

其中，8个是基础研究团队，负责探索肿瘤发
生与演进、解码肿瘤免疫微环境和肿瘤侵袭与转
移；4个是应用基础研究团队，负责研究数字融合
诊断体系和精准诊断新技术；6个是转化研究团

队，负责开发智慧诊断器械和创新治疗产品。
“这18个团队的PI（学术带头人），来自市内

外高校、科研机构和企业。”徐辉表示，不管他们
来自哪里，都不再是“想干什么就干什么”“能干
什么就干什么”，而是实验室“需要他们干什么就
干什么”“希望他们干出什么就干出什么”。

换句话说，这些PI的学术背景、研究理念和
方向，要与科研任务清单高度契合。每个团队都
能在这个“大兵团”中找到自己的位置，认领了科
研任务清单上的不同任务，形成协同作战的关系。

事实上，这也吸引了很多志同道合的优秀科
学家，与实验室“双向奔赴”。“国家杰青”、浙江大
学教授刘冲就是其中之一。刘冲主要从事中枢
神经系统疾病，尤其是神经系统恶性肿瘤及神经
退行性疾病的发生机制相关研究，与卞修武院士
团队展开科研合作多年。

当“脑胶质瘤病理表型组与个体智能诊疗”
科研任务清单发布后，卞修武院士便向刘冲抛出
了“橄榄枝”。第一次听到病理表型组科学计划
的宏伟蓝图，刘冲立马就被吸引了。清单上的任
务正是他的研究方向，这让他感到特别兴奋。

为此，一年多前，他决定加入金凤实验室，签订
任务书，成为兼职PI，负责探索肿瘤发生与演进。
短短两个多月，他就组建起团队，正式开展科研活
动。如今，每个月至少来两次重庆，已成他的常态。

“如果以前是‘人找人’，依靠在科研圈的人
脉关系‘顺藤摸瓜’，找到合适的PI，现在我们正
在做的则是‘数找人’。”徐辉表示，就在上个月，

“金凤实验室人才图谱”上线试运行，这张“人才
图谱”可搜集整合全球范围内生命健康及其交叉

领域顶尖人才的信息，让实验室可以更好地根据
科研任务清单，汇聚更多高水平人才。

发挥“四不像”单位的灵活性
让他们心无旁骛、放开手脚搞科研

从筹建之初，金凤实验室就被定义为新型科
研事业单位，而这也常被认为是“不完全像大学、
不完全像科研机构、不完全像企业、不完全像事
业单位”的“四不像”单位。

但正是因为“四不像”，让金凤实验室有了与
生俱来的改革创新基因，有了体制机制更加灵活
的比较优势，可在组建“大兵团”之后，更好地为
科研人员赋能。

“启动科研需要什么？要平台、项目、经费和
人。”徐辉说，为此，金凤实验室一直在努力为科
研人员创造尽可能好的环境，给予他们尽可能大
的支持——

搭建科研平台矩阵。金凤·华大时空组学中
心、实验动物中心、纳米合成平台、疾病表型组学
实验室等8个科研平台，达到世界领先水平。

构建科研项目体系。以“脑胶质瘤病理表型
组与个体智能诊疗”科研专项为例，围绕核心任
务自主立项，给予每个PI团队经费支持，有组织
申请国家级、省部级纵向项目11项，推动PI团队
承担企业横向项目2项，形成“自主立项为主，纵
向、横向项目为辅”的项目体系。

争取各类人才政策。包括人才引进、考核和
职称评聘以及博士、博士后人才队伍建设等，让
每个PI能迅速组建团队。

不仅如此，对于PI团队的一些实际需求，实
验室还做到了有求必应。刘冲讲了这样一个故
事：此前，他在开展科研攻关的过程中，急需用到
一台价格高达400万元的显微镜。当他向实验
室说明这一情况后，实验室迅速召开了专题会议
研究此事。经研判，在实施病理表型组科学计划
的过程中，这台科研仪器具有重要作用，随后，实
验室一路开“绿灯”，加速招标采购流程，用较短
时间将这台显微镜搬到了刘冲的实验室。

同样是“脑胶质瘤病理表型组与个体智能诊
疗”科研专项的PI，何永红团队开展医学光学智
能病理装备项目研究，在金凤实验室成功孵化一
家科技企业，研发出首套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荧
光明场多功能数字切片扫描系统。

为推动创新产品的产业化和商业化，实验室智
慧诊疗器械中心帮助企业搭建平台，实现了产品样
机生产，还通过优先审评通道，帮助该系统成功获
批Ⅱ类医疗器械注册证，从申报注册到获证，只用
了不到3个月。“我们希望这样灵活的体制机制，能
真正让他们心无旁骛、放开手脚搞科研。”徐辉说。

如今，有组织科研、“大兵团”作战成效初显，
这在金凤实验室陆续诞生的科技成果中得到体现。

值得一提的是，去年，金凤实验室PI刘新东团
队在全世界首次发现IL-8（白介素-8）可提高脑胶
质瘤免疫检查点治疗效果，有望为脑胶质瘤患者提
供新的治疗策略。这一成果在国际顶尖肿瘤学期
刊《Cancer Cell》上发表后，引起了很大关注。

几个月前，实验室PI田甘团队首创出一种
核壳结构增效肿瘤放射免疫治疗的纳米辐射增
敏剂，并发现这种增敏剂可以为刘新东团队的治
疗策略，发挥“快递小哥”的作用。免疫治疗药物
通过增敏剂递送，可以让患者实现更好的靶向治
疗。在取得上述两项成果之后，两个团队又准备
联手，开展进一步深入研究。

如今，经过两年的不断探索，金凤实验室建
设发展的目标路径也更加清晰：

锚定1个发展目标——国际病理科学研究
中心；

聚焦1个核心任务——重大疾病的下一代
诊断；

实施1个科学计划——病理表型组学科学
计划；

突破1套关键技术——跨尺度多模态疾病
成像技术体系；

形成1类标志性成果——疾病分型新体系。
这“5个1”，将让金凤实验室加快形成原创

性创新成果，加速新质生产力的培育。
前不久，市政府办公厅还出台了《加快金凤实验

室建设发展的若干措施》，从牵头开展有组织科研攻
关、打造高能级创新平台、更大力度集聚高层次人
才、高水平科技成果集聚转化应用等方面予以支持。

“我们将力争形成更多具有重庆辨识度的原
创成果，到2025年，基本建成精准诊断创新策源
地。到2030年，基本建成国际病理科学研究中
心。”徐辉表示。

金凤实验室重点科技成果瞄准“重大疾病的下一代诊断”——

一张科研任务清单背后的“大兵团”作战

巴渝论坛

返校还得返校还得““搜身搜身””？？

画画//刘志永刘志永

□新重庆-重庆日报评论员 张燕

这几天，重庆开了一场干货满满的发布
会，宣布了一个振奋人心的消息：今年前三季
度，重庆实现地区生产总值23244.31亿元，同
比增长6%。一份“用数据说话”的成绩单，见
证着重庆城大胆试、大胆闯的魄力，见证着重
庆人不“躺平”、不“休眠”的毅力。

时光流转，将指针拨回一季度、二季度、三
季度——元旦假期后上班第一天，“三攻坚一
盘活”改革突破的号角嘹亮吹响；春节后上班
第一天，加快打造双城经济圈建设“一号工程”

升级版的号召当即发出；定期举办重点项目现
场推进会、集中开工仪式，力促项目早开工、早
建成、早投产、早见效；召开区县委书记和部门
一把手例会，让居前者分享经验，让落后者得
到鞭策……紧锣密鼓、层层部署，从锚定目标
到聚力攻坚，从动员部署到落实责任，重庆的
每一步都算数。

回首前三季度，攻坚克难的挑战很大，纵
深推进的任务很重，但机遇也摆在了重庆面
前：国家战略叠加、政策利好汇集、区位优势凸
显、家底不断夯实……一项项改革举措如期推
进，一个个重大项目有序开展，一次次招商引
资稳稳落地，一系列部署规划相继出台，支撑
高质量发展的积极因素越来越多，重庆韧性
好、潜力足、空间大的特质愈发彰显。

逆势起笔，蓝图落地。6%，不仅是一个数

字，更是对多重挑战的勇敢直面，对艰巨任务
的有力回应。承压前行的笃定、逆势向上的清
醒，让广大党员干部在冲刺攻坚中练出谋发展
的真本领，让重庆于不确定中牢牢把握住了自
身的确定性。

6%，是成绩单，更是动员令。如果把实现
年度目标当成一场接力赛跑，眼下无疑是“最
后一棒”的关键时刻。“抓住一切有利时机，利
用一切有利条件”，广大党员干部坚定信心、振
奋精神，冲刺攻坚、决战决胜，只为高质量完成
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

从用好国家增量政策，到加强项目谋划储
备，从加强经济运行调度，到统筹做好改革发
展稳定工作，从解决惠民强企领域突出问题，
到抓好安全防范和风险化解……重庆紧扣关
键时间节点，全面梳理亮点工作和突出问题，

把四季度重点工作一项一项理出来，把各区县
任务一个一个分下去，让大家奔跑时有目标、
攻坚时有抓手、冲刺时有干劲。

这才是“最后一棒”的正确打开方式——
目标明确、任务清晰、精神昂扬，广大党员干部
要以“功成不必在我”的精神境界和“功成必定
有我”的使命担当，不断增强在复杂局面下抓
经济工作的能力本领，以实干实绩实效回应时
代之问、发展之问、人民之问。

当下，距离年底还剩下不到70天。标兵
在前，兄弟在侧，清醒笃定、争先进位。你追
我赶的路上，一步紧跟一步，一环紧扣一环，
时时是赛场，处处是机遇。此刻，重庆这座年
轻直辖市奔跑的步伐、跨越的身姿，正在成为
高质量发展的崭新一景，成为西部现代化的
示范引领。

全力以赴跑好今年全力以赴跑好今年““最后一棒最后一棒””

□吴学安

《工人日报》近日报道，在一骑行博主晒
出的自行车竞速数据中，部分骑行码表记录
最大时速竟高达47.9公里。近年来，在城市
的大街小巷，骑行者的身影屡见不鲜。然
而，随着骑行的日益普及，竞速飙车、组团闯
红灯等乱象也随之而来，给道路交通安全造
成隐患。

“暴骑”追风、组团“出战”、城市竞速……
对此，部分骑行爱好者可能感到畅爽潇洒，但
其他交通参与者却心有余悸，即使是同为骑
行爱好者的受访者小郭，都感叹“嗖嗖嗖”地
穿过去，躲都躲不及。显然，不讲规则的“暴
骑”行为，既会给骑行者自身带来安全风险，
也极易让他人受到“躲都躲不及”的意外伤
害。

这几年，骑行由于其锻炼价值、社交属
性等，成为一种都市生活新热潮。如果能
在绿色、安全、有序的轨道上发展，骑行无
疑是一道美丽的风景线。因此，包括武汉、
重庆、成都等在内的许多地方，也专门规划
了骑行绿道，供骑行爱好者们“一路骑一路
赏一路玩”。

然而，当骑行被社群化营销包裹，一些
“抱团”争地的现象也逐渐涌现。部分骑行
爱好者不再满足于在专用区域内运动，便相
互邀约着在市区里“PK”车技，进而演变成

组队占用机动车道、人行道的闹剧。所以，
呼吁骑行安全，不仅仅是要劝说、惩戒某一
个具体的人，更要将其扩大为对群体的约束
与整治。

治理骑行乱象，首先要明确骑行的根
本属性——它是一种社会行为。具有社
会属性，骑行就必须遵守基本的社会规
则，比如，自行车要走专用的非机动车道，
上路行驶要做到“红灯停绿灯行”。个别
骑行爱好者之所以敢于横冲直撞，毫不顾
及公德和规则，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有“法
不责众”的心态。只有动真碰硬，让处罚
落到违规者身上，才能起到当头一棒的震
慑作用。

当然，城市治理应以人为本，治理骑行
乱象不能一罚了之。在城市规划中，相关部
门可以通过合理增设自行车专用道等方式，
来减少混行的安全风险。同时，对非机动车
进行限速也十分必要。目前，自行车限速规
定已在上海等地的特定城区实施，并取得了
一定效果。从长远来看，要约束规范骑行行
为，还需向内发力，对各类骑行团体进行安
全教育引导，让骑行爱好者们增强安全意
识，自觉遵守交通法规。

骑行不应沦为“脱缰野马”。只有疏堵
结合，才能真正发挥骑行运动绿色出行、强
身健体的积极作用，让其成为有益于身心健
康的运动新风尚。

竞速追逐，骑行岂能无视安全

□江德斌

有MCN机构利用人工智能程序
日产上千篇虚假新闻，导致大量不实
信息在网上病毒式传播；某小说平台
账号依靠AI“创作”，每日更新十几本
电子书，行文却逻辑不通、辞藻空洞
……当前，AI生成、伪造或篡改文本、
图片、音频和视频的现象越来越普遍，
大量粗制滥造、真假难辨的“信息垃
圾”不断涌现，引发了人们关于“AI污
染”的讨论。

在科技日新月异的今天，AI 因
其强大的数据处理和生成能力，正
逐步得到广泛应用，已经渗透到生
活的方方面面。然而，一些由 AI“创
作”的内容，缺乏真正的创意和深度，
甚至存在胡编乱造、伪造新闻的情
况，却凭借强大的算法推荐和社交
媒体的传播力，迅速在网络上病毒式
扩散。

“AI污染”的危害不容小觑，它不
仅污染了信息环境，降低了信息的质
量，还加剧了谣言传播等。在海量且
真假难辨的网络信息面前，人们往往
感到无所适从，容易被虚假信息误导、
蒙骗，还会产生焦虑和恐慌情绪，甚至
被虚假信息“绑架”。此外，“AI污染”
对青少年的价值观和行为模式，也会
产生负面影响。

事实上，自 AI 技术诞生以来，使
用 AI 生成虚假新闻的事件就不断出
现，造成了恶劣的社会影响。如今，世
界已进入“眼见不一定为实，耳听不一
定为真”的数字时代，声音、视频、图像
等“深度AI伪造”内容的出现，让人们
深陷虚假信息迷雾。有数据显示，
2023 年基于 AI 的深度伪造欺诈暴增
了 3000%。比如近期曝光的某地“天
价拆迁”造谣事件，便是由AI 软件生
成的典型虚假新闻。

面对“AI污染”，要采取更加积极有效的措施。
一方面，要完善相关法律法规，明确AI在内容创作
和传播中的责任边界，并对利用AI进行虚假信息传
播和欺诈的行为进行严厉打击。另一方面，监管部
门要尽快完善 AI 使用标准，督促平台严格落实 AI
生成内容须于显著位置予以标注等要求，并通过区
块链等可追溯技术，追踪虚假内容，依法严惩违规
行为。最后，还要提高公众的信息素养，引导人们
辨别AI生成的内容，避免虚假信息误导公众。

AI是工具，使用者是人。“用技术对抗技术，用
魔法打败魔法”，加快探索识别AI虚假信息的技术，
高效识别、预防拦截、追根溯源伪造内容，让虚假信
息无处躲藏，营造一个健康、有序的信息生态环境，
AI应用才能走得更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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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有网友在社交媒体发视频称，在云南昭通一学校门口，校方工作人员对入校学生“搜身”，
该视频引发广泛关注。校方回应称，此举是为了搜查管制刀具、烟、预制菜等，只是“例行安全检
查”，该校规已施行多年，学生与家长无异议。

点评：学校有保障学生安全的义务，但不等于可以随意“搜身”。正如有律师建议，校方可以采用
其他技术手段进行防范，比如设安检门等，而非侵犯学生合法权益。对此，教育主管部门也可以完善
相关细则，对学生携带的物品进行分类指导，让校方有据可依、学生有据可查。

■面向全球汇聚
了 41 个 科研团
队、400余位顶尖
科技人才开展科
研攻关

■建成投用8个具
有世界领先水平
的科研平台

■成功转化成果5
项，落地开办企业
17家

金凤实验室成绩亮眼金凤实验室成绩亮眼

今年发布今年发布66项重点科技成果项重点科技成果

单碱基精度3D
全景空间多组
学技术

单细胞多组学
智算平台

全参数AI成药
性（ADMET）
预测平台

中国人群中枢神
经系统肿瘤甲基
化聚类图谱

基于高通量芯
粒集成技术的
二代测序仪

实验动物病理
AI辅助分析系
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