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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高毅哲

“你肯定知道人类基因组计划。”
2024年11月，上海，复旦大学

人类表型组研究院的会议室内，田梅
端详了一下记者，问道。

田梅是研究院执行院长、世界分
子影像学会主席。面对科学家，记者
老实承认：“我记得世纪之交，人类
基因组计划是街头巷尾热议的话题。
大家都说，它会让每个人知道自己的
生老病死。”

“没错，1999 年，中国科学家
正式加入人类基因组计划，承担1%
的测序任务。”田梅边说边打开面前
的电脑，一份PPT投影到会议室前方
巨大的屏幕上，标题赫然显现——人
类表型组国际大科学计划。

在人类基因组计划完成20多年
后，中国科学家转变角色，率先系统
提出开展人类表型组国际大科学计划
的科学倡议，并在复旦大学建成全球
三大表型组学研究中心之一。

各国科学家们再次集结，向人体
和生命奥秘开始新的进军。

率先布局，开启表型研究
机体的运行、疾病的产生、器官

的兴衰……从古至今，人体的奥秘吸
引了无数科学家探索。

在过去的40年，生物医学领域
发展的主要驱动力来自人类基因组计
划。然而随着研究的深入，人们发

现，基因组无法解释所有疾病的致病
原因。尽管基因组已经发现了大量疾
病靶点，但依然有很多疾病没有找到
对应的基因靶点。

2015 年 5 月，北京香山饭店。
1993年正式创办的香山科学会议举
行第525次会议，这次会议首次聚焦

“国际人类表型组研究”这一问题。
“生命科学发展遇到新瓶颈，需

要科研范式转换。”“亟须系统深入进
行人群表型特征的精确测量，利用大
数据手段，建立基因与表型的关联，
为我国生物医药产业的自主创新和跨
越式发展提供科技支撑。”……最
终，大家一致倡议，发起人类表型组
国际大科学计划。

表型，是指生命体的各种特征。
有的肉眼可见：单双眼皮、直发卷

发、喝酒是否容易脸红……有的肉眼
不可见：静息代谢、皮肤表面菌群……
各种表型全部统合起来，就是表型
组。

人类表型组国际大科学计划，就是
通过系统精密的跨尺度测量，积累海量
的生物信息大数据，再对这些数据进行
分析建模，进而发现还未被人类发现的
基因—表型—环境以及宏观—微观表
型之间的关联机制，最终实现对疾病
更加精准的诊断、干预、调控和治
疗。

“某种意义上，表型组学是基因
组学的延伸。”中国科学院院士、复
旦大学校长、人类表型组研究院院长
金力说。他是香山科学会议的参会者
之一，也是人类表型组国际大科学计
划的发起人之一。

金力经常用的一个比喻是：“如
果说人类基因组计划让科学家手里
有了探索生命奥秘的指南针，那么
人类表型组国际大科学计划将打造
未来遨游生命科学世界的全球卫星
定位系统。”

从一开始，人类表型组国际大科

学计划就被
定位为“国际大
科学计划”。

“我们当然可以在中国人中
做，或者在某一个国家、某一个民
族人群中做。”金力说，“但是，表型
本身在全球不同人种、不同人群之间
存在较大差别。如果我们不能利用这
种差别来增加表型的多样性，那就太
可惜了。”

早在2014年，复旦大学便开始
筹备发起工作。2018年，上海市首
批市级科技重大专项“国际人类表型
组计划（一期）”启动，由复旦大学
牵头，中国科学院上海生命科学研究
院等承担。

随后，中国科学家联合国际上志
同道合的顶尖学者，共同发起成立了
国际人类表型组研究协作组 （IH-
PC）和中国人类表型组研究协作组
（HPCC）。人类表型组国际大科学计
划正式启航。

四个第一奠定引领优势
“你有机会可以当我们的志愿

者，接受一个‘超级体检’。”在联系
采访之初，研究院工作人员就对记者
发出邀请，“如果折算成市场价格，
这个体检价值十万元。”

“超级体检”的真名，叫“自然人群
队列健康表型研究”。研究院的3楼是
人类表型组计划的“检测中心”。志愿
者要在这里用两天一夜的时间，检查
2.4万个指标，也就是2.4万个表型。

支撑起这一庞大检测的，是十几
个检测室，以及让人眼花缭乱的设
备，还有一整套流程。精密测量平台
主任罗竞春带着记者逐个参观。

（下转第二版）

复旦大学牵头实施人类表型组国际大科学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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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民族教育》杂志记者 徐杨 吴绍芬

2024年9月底，初秋的北京，凉风送爽。
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在北京召开。这是在

喜迎中华人民共和国75周年华诞之际召开的一次重要
会议。

在这次表彰大会上，共有来自全国各行各业的
352个集体、368名个人被授予“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
范集体”“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个人”称号。其中，来
自教育系统的模范集体有56个、模范个人55名。他们
当中，既有基层教育行政单位、大中小学校以及铸牢中
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基地，也有对口支援民族地区
的教育群体和奋战在一线的教育工作者。

许多像他们一样的教育组织和个人，以星火之光
汇聚起促进民族团结进步事业的教育之力。

铸魂育人——
在有形有感有效中将爱我中华的种

子植入青少年心灵
“早在先秦时期，我国就逐渐形成了以炎黄华夏为

凝聚核心，‘五方之民’共天下的交融格局……”2024
年9月，随着新学期的开始，在西安交通大学等多所高
校的课堂里，师生们对于“中华民族共同体概论”课程
学习和研讨的热情高涨，爱我中华的情感在思想的交
流、思维的碰撞中越来越浓厚。

除了高校教材的推行使用，幼儿童谣绘本《中华民
族一家亲》已正式出版并开展试用，小学版教材《中华
民族大家庭》已纳入中小学教学用书目录，中学版教材
《中华民族大团结》已实现全覆盖，大中小幼一体化铸
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专题教材体系日趋完善。

在祖国东北的辽宁省大连市中山区白云小学，校
园仿佛是一座中华文化艺术展馆。漫步其中，包含传统
节日、历史名人、文学艺术、民俗风情等主题的1000余
件展品发挥着无声的育人作用，让孩子们徜徉其中，感
受多元一体、共生共荣的中华文化。

在祖国西部边陲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塔城市第二
小学，学生们最向往的地方是首都北京，最爱唱的歌是
《我爱你中国》，最喜欢说的话是“我们都是中华民族”。学
校党总支书记闵晓青创新开设了“向阳花课程体系”及以
爱为核心的“慧爱”课程体系，紧密结合学生生活实际，将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融入教材、课堂及学生心中。

在祖国南部的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新兴民族学
校，每周的升国旗仪式上，“争做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
意识的时代新人”这一慷慨激昂的口号响彻操场。学校
还充分利用开学和毕业典礼、班队会活动、校园广播等途径，引导全校师生牢固树
立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理念。

在祖国中部长江中游南岸，湖南怀化芷江侗族自治县荷花池小学党支部书记、
校长唐刚刚带着全校师生挖掘教材中的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元素，提出

“启发式教学”“滴管式渗透”的课堂思政教育模式。
……
他们深知，做好民族团结进步工作是办学治校的重要使命之一，除了发挥学校

育人的主阵地作用，还要充分拓展校外育人空间。
在云南省德宏职业学院，学校组织师生深入基层开展宣讲活动，把党课、思政

课上到高山坝子、田间地头、边境村寨。 （下转第二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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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北京 1 月 3 日讯 （记者 施
剑松） 北京市教委、北京市科委等十
七部门今天发布《关于加强新时代中
小学科学教育工作的二十条措施》，
围绕全员科学素养提升、科学家潜质
培养、协同育人统一战线和家国情怀
培育四大目标，明确 20 条具体措
施，全面提高中小学生科学素质，培
育具备科学家潜质、愿意献身科学研

究事业的青少年群体，为加快建设北
京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和高水平人才高
地发挥重要基础性作用。

20条具体措施立足北京教育、科
技、人才资源聚集的禀赋，结合首都世
界主要科学中心和创新高地建设目标，
统筹推进学校科学教育提质、创新人才
发现培育、科学教师队伍能力提升、社
会大课堂实践育人、科学教育资源集

成、家校社协同育人六大行动。
其中，坚持面向全体，实施学校

科学教育提质行动，包括健全科学课
程体系、深化学校教学改革、积极探
索跨学科融合教育以及强化学校实验
教学4项举措。坚持衔接贯通，实施
创新人才发现培育行动，包括升级青
少年创新学院、构建面向全体的发现
培养机制、探索大中小贯通培养的新

载体以及支持高校引领科学教育发展
4项举措。

北京还明确，坚持素养提升，实施
科学教师队伍能力提升行动，包括提
升教师队伍素养、全面强化专业引领、
建设科学教育专家团队。坚持知行合
一，实施社会大课堂实践育人行动，包
括提升课后服务质量、丰富科学教育
实践活动、引导社会单位建设科学教
育基地。坚持融合汇聚，实施科学教育
资源集成行动，包括优化数字智慧支
持体系和补充优质校外资源。坚持协
同推进，实施学校家庭社会协同育人
行动，包括协同推进科学教育、加强家
庭科学教育、发挥实验区（校）示范引
领作用和营造协同育人良好氛围。

实施学校科学教育提质、创新人才发现培育等行动

北京发布加强科学教育“二十条”
本报讯 （记者 任朝霞） 日前，

由上海师范大学分析测试与超算中心
和国家（上海）新型互联网交换中心
联合打造的上海教育智算服务平台正
式上线，将为上海乃至长三角地区，
甚至全国各类院校的教育、科研实践
提供智算服务和赋能方案。

上海教育智算服务平台以国家
（上海）新型互联网交换中心为底座，
通过打造教育教学应用平台和高校科
研实训平台，将教育行业模型应用生
产企业、基础教育学校、高等院
校、科研院所高效衔接。该平台具备
标准化平台整合、全流程安全可控、
大算力按需随选等特点，教育、科研
团队可以在平台上轻松创建、部署和
管理“万能工具箱”。用户只需提交

算力和应用的订购需求，由平台完成
算力资源的分配、应用模型的匹配和
场景化编排，形成可以直接使用的
容器化应用。每个容器化应用都集
成了实现场景需求所需的算力资源
和所有依赖环境，大幅简化了复杂环
境的配置过程。

目前，该平台已经孵化了两个容
器应用，且具备了一定应用基础。基
于该平台，上海师范大学近期发布了
国内首个用于师范生培养的教师教育
大模型MetaClass（元课堂）和师范
生教学反思文本评估大模型。平台提
供的灵活算力调度与容器化部署大大
降低了使用门槛，研究人员无须深度
技术背景，也能迅速搭建和运行所需
的计算任务。

为院校提供智算服务和赋能方案

上海教育智算服务平台上线

本报记者 赵建春 缪志聪

前不久，一场生动的图片展在美国
俄亥俄州麦克尼古拉斯高中举行，一张
张江苏的风景人文和参观访问照片记
录下该校青少年使者2024年11月中
旬的中国江苏之行。通过镜头，这些美
国年轻人了解到中国丰富多彩的文化、
历史传统与学校生活场景，同时也连接
起他们与“水韵江苏”的情谊。

每张照片都讲述了一个有关“发
现”的故事，共同的经历筑起了两个
国家之间青少年交流的桥梁。“能够
作为美国青少年使者访问中国，是我
拥有的最令人惊叹的机会之一。”该
校学生托马斯·斯图尔特说。

2024年是中美建交45周年。为
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主席“未来5年
邀请5万名美国青少年来华交流学
习”的重大倡议，江苏高质量组织
了“锦绣江苏·美国青少年交流

营”活动。一年来，来自美国30个
州的552名中小学生分批次走进江
苏，总人数比往年翻了两番。

长期以来，江苏与美国交往频
繁密切，特别是教育合作交流起步
早、范围广、层次高，成果丰硕。
目前，江苏有240所中小学与美国
160所中小学结为姐妹学校，持续深
化中美青少年学生的交流交往。

“习近平主席强调，中美关系希
望在人民，基础在民间，未来在青年，
活力在地方。”江苏省教育厅厅长江
涌说，“江苏积极举办‘锦绣江苏·美
国青少年交流营’活动，就是希望搭
建中美青少年交心交友的平台和桥
梁，推进两国文明互鉴、民心相通。”

一年来，一批批美国青少年在江
苏不断发现“中国之美”，感知中国发
展变化。学汉语、品美食、习武术、观
茶艺……美国学子在欢声笑语中沉
浸式体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这是我的首次中国之行。苏州
和宾州的城市风格完全不同，真是太
酷了！”2024年6月17日至21日，美
国费城3所中学的43名师生来到苏
州，在苏州第十中学校的校园里，美
国宾夕法尼亚州的学生优素福·梅卡
维被校内的园林美学所震撼：“我感
受到了浓厚的历史底蕴，能在这里上
课是件很幸运的事。”

2024年6月9日至13日，来自美
国洛杉矶市的50名中学师生围绕“新
质生产力”参观了无锡的能源材料企
业，了解新兴科技企业发展和绿色循
环产业。6月12日至15日，25名美
国小营员抵达盐城，围绕“湿地生
态保护”近距离接触丹顶鹤和麋
鹿，领略湿地之美。6月18日至20
日，美国特拉华州圣马克中学的12名
高中生来到扬州，围绕“饮食文化”亲
手烹饪扬州炒饭，在特色课程中体验
地道的淮扬菜系…… （下转第二版）

搭建中美青少年交流的友谊之桥
——江苏组织开展2024“美国青少年交流营”项目活动综述

▼1 月 3 日，安徽省芜湖市
繁昌区城关一小师生及家长开展
跳蚤市场义卖活动，培养孩子们
沟通和交往能力。

田园园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