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汇聚全球青年科学家力量，共创美好未来

世界青年科学家联合会成立
本报讯 11月17日上午，2024世界青年

科学家峰会全体大会在温州举行。会上，世
界青年科学家联合会（WAYS）正式宣布成立。

世界青年科学家联合会由中国科协主
管，中国科协培训和人才服务中心、温州世
界青年科学家成长基金会、丹麦大学联盟以
及世界青年地球科学家联盟共同发起，作为
一个国际性、学术性、非营利性社会组织，联
合会将汇聚全球青年科学家力量，围绕“科
技向善”这一核心理念，形成全新的科学合
作网络，为可持续发展目标提供创新支持。

青年是科技创新的未来，需要全社会的
支持和鼓励。然而，青年科技人才在成长过
程中还存在不少“烦恼”。近年来，我国加大
培养、支持力度，促进青年科技人才潜心研
究、健康成长、全面发展、开放合作。此次依
托世界青年科学家峰会平台成立联合会，将
为世界青年科学家提供施展抱负、成就梦想的广阔
舞台和深化合作、共促发展的重要平台。

世界青年科学家联合会理事长陆朝阳表示，以

青科会为基础成立的联合会，可以吸引更多高端人
才，汇聚青年科学家智慧，为科技创新促进可持续
发展作出贡献。未来，联合会将围绕举办世界青年

科学家峰会、各国青年科学家交流互访等活
动，搭建世界青年科学家交流与合作平台；
设立国际奖项，表彰在科技支撑可持续发展
方面取得突出成就的青年科学家；开展科技
支撑可持续发展的宣传和科学普及活动；开
展与各有关科技组织的友好交流等，通过跨
学科和跨地域协作，推动青年科学家深度参
与全球科技治理。

目前，该联合会已吸引来自23个国家的
46家机构加入。“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需
要搭建对话与合作桥梁的科学组织。”国际
科学理事会合作与会员发展传播官加布里
埃拉·伊万认为，成立联合会正当其时。

作为世界青年科学家联合会初创成员
单位，国际先进材料协会秘书长阿舒塔什·
蒂瓦里对联合会发挥的作用充满期待：“我
们希望，联合会不仅能助力青年科学家和青

年人才成长，更汇聚起青年科学家和人才力量。同
时，与其他有相似使命的组织一起，通过多方合作，
一起用知识和科学服务全社会。” 本报记者 叶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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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世界青年科学家峰会】

激励守正创新 鼓励自由探索

2024可持续发展青年科学家奖颁出
本报讯 11月17日上午，在2024世界青年科学

家峰会全体大会上，2024可持续发展青年科学家奖
举行颁奖典礼，全球四位青年科学家获奖。

四位获奖者分别是北京大学博雅特聘教授郭
少军、英国诺丁汉大学教授西蒙·高斯林（Simon
Gosling）、美国德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教授余桂
华（Guihua Yu）和法国蒙彼利埃大学教授达米安·沃
伊雷（Damien Voiry）。

本届可持续发展青年科学家奖由温州世界青
年科学家成长基金会、世界青年科学家联合会及可
持续发展大数据国际研究中心共同发起，面向全球
各国，激励守正创新，鼓励自由探索，支持青年科学
家挑大梁、当主角，奖励以重大原始创新和关键核
心技术突破，为可持续发展目标作出突出贡献的青
年科学家。今年该奖项于北京时间 2024年 4月 30
日启动全球申报，选取了联合国17个可持续发展目
标中的SDG3（良好健康与福祉）、SDG6（清洁饮水和

卫生设施）、SDG7（经济适用的清洁能源）、SDG9（产
业、创新和基础设施）、SDG13（气候行动）、SDG14
（水下生物）、SDG15（陆地生物）、SDG交叉领域（多
个SDG目标），共8个领域作为评奖方向。

郭少军以其在能量电催化材料化学的跨学科
领域的杰出贡献而闻名，致力于解决与氢燃料电池
和电解水制氢相关的关键科学和技术难题。在
2014年至 2023年间，其连续十年被评为科睿唯安
高被引科学家，也是美国斯坦福大学世界排名前
2%的科学家。

西蒙·高斯林是气候风险与环境建模教授，跨
学科研究项目为气候变化重大行动提供政策依据，
是世界上最具影响力的1000位气候科学家之一，也
是劳埃德风险科学奖（气候变化类别）得主。

余桂华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功能性有机纳米结
构材料及有机-无机混合纳米材料的创新设计和合
成上，探索其化学和物理性质的基本原理，并将其

突破性应用于解决可持续能源和环境技术领域的
全球挑战。自 2017年以来，世界知名新闻通讯社
——路透社母公司汤森路透，将他列为材料科学和
化学领域最具影响力的科学家之一。

达米安·沃伊雷致力于推动水资源循环利用、
高效利用二氧化碳以及提高资源利用效率，通过将
科研成果转化为广泛适用的实践方案，为推动全球
可持续发展作出积极贡献，是2022年法国化学学会
（SCF）青年化学家奖、2021年 IAAM科学家奖章获
得者。

据了解，可持续发展青年科学家奖每年评选一
次，每次评选不超过五名获奖者，以表彰他们在相
关科学研究领域所取得的杰出成果。2023年颁出
首届可持续发展青年科学家奖，来自英国牛津大学
的亨利·斯奈斯（Henry Snaith）教授、香港城市大学
的楼雄文教授、清华大学的张强教授获奖。

本报记者 叶扬

以女性力量书写科技未来

科学家“大女主们”齐聚鹿城
本报讯 11月17日，2024世界青年科学家峰会

女科学家论坛在温州鹿城举行，来自国内外的杰出
女科学家们汇聚一堂，以“科技创新·她力量”为主
题，聚焦“智慧、健康、创新、未来”，共话女性智慧与
全球发展。

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2021年数据统计，全球
超过 33%的科研工作者为女性。在人类不断探索
新知的历程中，女性的智慧与力量始终闪耀光彩，
她们以坚韧、专注、智慧，在科技攻关前沿书写精
彩的“半边天”故事。浙江省妇联副主席沈素芹在
致辞中表示，广大女性科技工作者要勇攀科学高
峰，坚持面向世界科技前沿、经济主战场、国家重
大需求、人民生活健康，围绕人工智能等战略性新
兴产业、未来产业发展方向，深化核心技术攻关，

催生引领高质量发展的新动能。温州医科大学副
校长朱雪波寄语女性：“期待越来越多的女性成为
推动科技创新、建设科技强国的重要力量，活跃在
世界科技教育舞台的中央，奔向科技创新的‘星辰
大海’。”

在主旨演讲、圆桌分享等环节，女性科技工作
者代表分享了科研最新成果和团队创新故事，用
自身经历鼓励更多的女性投身到科技创新的事业
中，助力科研环境更有温度、更加开放。甬江实验
室主任崔平以“女性，改变世界的她力量”为题作
主题演讲，她呼吁：“女性要相信自己能做很多事
情，敢于成为中心、成为焦点，勇敢地站在科学舞
台中央，消除大家的性别刻板印象，实现更大作
为，让更多女性被看见。”加拿大健康科学院院士、

瓯江实验室精神健康与药物研究中心主任刘芳表
示，科学探索的历程得益于多视角、多元化而形成
的创新与活力，女性的智慧与力量是其中不可忽
视的一部分。女性科技人才要勇闯科研“无人
区”，在助力发展新质生产力中贡献巾帼科技“她
力量”，为年轻女性树立榜样，鼓励她们勇敢去追
求自己的科学梦想。

5个巾帼科技创新项目揭牌落地鹿城，将为女
性人才创造条件、提供服务，努力实现新质生产力
与女性发展同频共振；鹿城区政府与温州医科大学
附属眼视光医院签署了战略合作协议，将为眼科医
疗事业发展搭建更广阔的平台，积极为群众提供覆
盖全生命周期的眼健康服务。

通讯员 婷玮 本报记者 陈浩飞

青科会首次举行“万有引力π”展示交流活动

一起探索与“π”一样无穷的科学世界
本报讯 11月14—17日，2024世界青年科学家

峰会首次在温州瓯海区奥体中心打造“万有引力π”
展示交流活动，为嘉宾与公众现场打造超 20000m2

的外场交流空间，集聚最前沿的科创成果，呈现缤
纷多元的产业业态，营造“青年因科学而团聚”的浓
厚氛围。

“万有引力π”重点设置了展示区、研讨区、社交
区、公众开放区等四大展示区域，集聚最前沿的科
创成果，呈现缤纷多元的产业业态，旨在通过世界
青年科学家峰会，像“万有引力”一样将年轻的头脑

“吸引”过来，一起探索与“π”一样无穷的科学世界。
在展示区内，记者看到，国内外知名企业华为、

阿里达摩院、海康威视、宇树科技等 20多家头部科
技企业，展示其技术创新应用成果。百度无人车
Apollo、RT-G球形机器人、国产AI绘图工具、口袋

三维扫描仪等最新科技产品将悉数亮相，让观众
在现场领略一系列互动性和体验感强的科技产品
和服务。“嗨，你好可爱。”一位小朋友正伸着手与
一只机器狗进行互动，“它跟我握手了，它听得懂
我说的话”。浙江极克机器人科技有限公司技术
人员向记者介绍，这款二代机器狗具有对话功能，
可以更加拟人化一点，玩法更多一点。

举起手电筒就能让古画“活”起来，一秒穿越
回汉代喜宴现场……公众开放区内，富有趣味性
和互动性的科技艺术装置和AI科技体验项目，为
观众带来无限想象和探索乐趣。现场，记者体验
了一把《妖间何事》。

举起手电筒让古画“活”起来。据工作人员介
绍，手电筒前端附了一个二维码，移动手电筒时通
过屏幕前的摄像头就捕捉到了二维码，从而实现

识别。使用手电筒在屏幕上探照，光线所到之处，古
朴厚重的画像石就会被照亮并动起来，呈现出一个
充满想象力的“妖界”。同时，公众开放区还设置了
硬核智造、科技时尚、科技艺术、设计生活、电子宠物
和户外科技等多个创意产品市集，让观众逛得尽兴，
久久回味。

此外，现场还为青年科学家、企业、科研院所等
提供创新成果与论文墙报展示的空间，展示硬核科
创实力，一站式领略全球科技前沿和态势。社交区
则安排一系列文体互动社交体验。乐清细纹刻纸、
瑞安木活字印刷术、平阳漆器制作技艺、瓯绣四项
经典温州非遗项目悉数亮相，传统文化与现代科技
迎来跨越千年的问候，观众可以与非遗传承人面对
面交流，认识非遗、体验非遗、爱上非遗。

本报记者 徐慧敏

国际科技组织合作交流论坛举行

不断激发青年科学家之间“联动效应”
本报讯 11月15日，在国际科学理事会的支持

下，世界青年科学家联合会在温举办“国际科技组
织合作交流论坛”。世界青年科学家联合会理事长
陆朝阳、世界青年科学家联合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
高春波、国际科学理事会合作与会员发展传播官
Gabriela Ivan、全球青年科学院联合主席 Chandra
Shekhar Sharma在大会致辞。60余位世界青年科学
家联合会创始会员代表、国际科学理事会代表及其
他国际科技组织代表出席本次活动。

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发展，
技术创新进入前所未有的密集活跃期。科技进步
是世界性、时代性课题，唯有开放合作才是正道。

本次会议以“赋能青年科学家 加强国际合作”
为主题，围绕“年轻科学家的国际参与”“科学领导
力”“跨区域国际合作”等议题进行讨论，赋能国际
青年科学家，为全球科技创新和发展贡献力量。

陆朝阳强调，世界青年科学家联合会将聚集青年
科学家的力量，共同应对全球挑战。同时，将与各会
员单位和合作伙伴携手共同打造一个充满活力、包容
性强的平台，促进创新、推动国际合作，并赋予年轻科
学家领导能力，以解决我们这个时代紧迫的问题，积
极成为推动科学卓越和全球进步的强大力量。

高春波表示，青年是科技创新的先锋，科技的
未来在青年。世界青年科学家联合会将广泛联络
全球青年科学家，搭建多元化的合作平台，推动科
研成果的转化与落地，帮助更多的创新走向现实。
世界青年科学家联合会将与各会员单位携手并进，
以青年之力，跨越国界，共创美好未来。

Gabriela Ivan 针对国际科学理事会的发展历
程、业务范围、会员以及参与国际合作项目等情况
作了介绍，并表示未来将会和世界青年科学家联合
会在培训能力模块、科学交流、鼓励青年科学家参

与国际活动等开展合作。另外，她提到世界各地面
临诸多可持续发展挑战和冲突，比以往任何时候都
更需要能够搭建对话与合作桥梁的科学组织。科
学正是将人们聚集在一起的强大工具，能为我们面
临的挑战找到共同的解决方案。

Chandra Shekhar Sharma就《培养下一代科学领
袖》发表演讲，他表示，世界的互联性和复杂的全球
性挑战促使科学变得跨学科。现代科学需要在强
有力的领导下，建立高度整合且互动的团队，以实
现并保持研究的成功。另外，科学领袖需要推动科
学与更广泛的世界融合，使科学处于更有影响力的
地位，从而更好地改变世界。

从理念到实践，从跨领域的对话到广泛的合
作，青年科学家之间不断激发出“联动效应”，为中
国和全球科技发展注入了源源不断的活力。

本报记者 叶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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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11月 16日，以“科技领航 .健康
未来”为题的 2024世界青年科学家峰会大
健康论坛暨生物医药创新与转化国际产学
研用合作会议在温州医科大学举行。论坛
上，举行了“FGF（生长因子）之城”建设启动
仪式。

据悉，“FGF（生长因子）之城”建设将聚
焦FGF因子在生物医药领域的深度研究、广
泛应用和产业化发展，展示FGF信号在生命
科学、疾病机制及治疗应用中的最新进展，
充分发挥FGF领域教育、科研、人才、产业优
势，将温州打造成具有国际影响力的“FGF
（生长因子）之城”。克里斯多夫·尼尔斯等
13 位专家学者受聘为“FGF（生长因子）之
城”建设顾问。

大会还举行了温州医科大学-瓯江实验
室合作签约仪式、企业合作签约仪式、“温州
医科大学产教融合实训基地”授牌仪式，共
同探索产学研用深度融合的创新发展路径，
不断加速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的进
程，为共同打造人才培养高地、技术创新高
地、成果转化高地注入源源不断的创新活
力；以及中外联合培养博士生导师聘任仪
式、细胞生长因子药物和蛋白制剂国家工程
研究中心顾问委员会聘任仪式、“生长因子”
奖学金设立及系列新书发布仪式。

论坛上，1988 年诺贝尔化学奖得主哈
特穆特·米歇尔，中国工程院院士、首都医
科大学副校长吉训明围绕自己所研究的领
域作主旨报告，深入剖析生物医药的最新
前沿和独到见解。澳大利亚科学院院士李
健教授，瓯江实验室资深 PI、德国吉森大学
Saverio Bellusci 教授，东南大学医学院党委
书记姚红红教授，浙江中医药大学汪仪教
授，吉林大学滕乐生教授，正大天晴药业集
团副总裁赵伟博士，就“基础研究到临床应
用：科研成果转换的挑战与机遇”主题开展
圆桌对话。

此外，大会同期举行了细胞生长因子药
物和蛋白制剂国家工程研究中心研发大楼
入驻仪式和细胞生长因子药物和蛋白制剂
国家工程研究中心 2024年度学术委员会。
该大楼所在的研发中心将与前期建成的中
试基地以及CDMO产业化示范基地，以细胞
生长因子类药物和蛋白制剂为研究核心，通
过跨区域资源整合与协同创新，汇聚教育、
科技、人才“三位一体”强大合力，共同形成
生物医药上下游全链条发展，为“长三角”生
物医药高质量发展和打造世界FGF（生长因
子）高地提供更有力的支撑。

大会还设有“国际成纤维细胞生长因子
创新与转化研讨会”“重大疾病新药创制与
转化研讨会”“中枢神经基础研究与临床转
化研讨会”“生物医学创新与转化研讨会”等
分论坛，汇聚全球生物医药领域的顶尖专
家、学术领袖和行业精英，围绕生命科学领
域的未来发展和学术前沿创新实践等方面
开展深入探讨。

通讯员 邵子伊 本报记者 徐慧敏

本报讯 11月16日至17日，脑健康与阿
尔茨海默病国际论坛在温州举行。百余位
脑健康领域专家学者和青年科学家齐聚，围
绕脑健康应用领域和阿尔茨海默病方向的
新进展、新动态、新成果展开探讨。论坛旨
在交流前沿理念，切磋最新技术，剖析行业
未来发展趋势，加速创新成果产出，共同应
对世界人口老龄化难题，贯彻落实“健康中
国”发展战略。

本次论坛由瓯江实验室、浙江省阿尔茨
海默病研究重点实验室共同举办，也是瓯江
实验室连续举办的第五届脑健康与阿尔茨
海默病国际论坛。

“举办脑健康与阿尔茨海默病国际论
坛，就是要拓展国内外脑健康领域的专家学
者沟通交流的渠道，为攻克神经、精神类疾
病蓄势发力。”本次论坛发起人、加拿大健康
科学院院士、瓯江实验室主任、温州医科大
学学术副校长宋伟宏表示。

本次论坛期间共开展近 40场专业领域
的学术报告，并专设青年学者专场，学术氛
围浓厚。同时，论坛上还达成多项产学研医
方向的合作，并促进了科研成果的转化。

论坛上，瓯江实验室与温州医科大学开
展深化合作共建签约。据悉，瓯江实验室从
成立之时起就与温州医科大学紧密合作。
此次瓯江实验室与温州医科大学将在项目
协同攻关、成果转化等方面深化合作共建，
加快建成一流的再生医学与眼脑健康科创
平台。中国工程院院士、温州医科大学校
长、瓯江实验室首席科学家李校堃表示，双
方将在教科人一体化推进上走深走实，加速
推动成果转化产业化，加速区域高质量发
展，共谱新质生产力新篇章。

同时，瓯江实验室还与温州医科大学附
属第一医院共建国际阿尔茨海默病研究及
防治中心，与温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共
建儿童脑发育医学研究中心，并在现场举行
签约、揭牌仪式。

在科技成果转化上，瓯江实验室也在进
行积极探索。据了解，为推动科研成果创新
转化，瓯江实验室率浙江省之先推进“拨投
结合”改革试点，以创新机制支持实验室科
技成果进一步产业转化。现场，瓯江实验室
与陈江帆研究员团队的全球首个“脑病眼
治”产品 40Hz闪光眼镜改善睡眠障碍项目、
王鹏元研究员团队的新型调节式人工晶状
体项目进行“拨投结合”签约。

作为浙江省实验室，瓯江实验室自2021
年成立以来，围绕再生医学与眼脑健康三大
主攻方向，以临床和产业需求为导向，全力
打造生命健康领域科创高地。同时，为助力
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战略、赋能地方发展，
瓯江实验室还建设“三位一体”老年医学中
心、国际阿尔茨海默病研究及防治中心等，
开展“中国健康老龄化防治阿尔茨海默病研
究计划”，为温州加快建设全国首个老年健
康重点联系城市贡献科创力量。

本报记者 叶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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