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矢志攻克癌细胞的矢志攻克癌细胞的““台湾侠女台湾侠女””
——江苏大学附属医院副研究员蔡湘仪“登陆”记

本报记者 修菁

在江苏大学附属医院任副研究员
期间，她荣获清华大学台生奖学金特
等奖，是同学眼中矢志攻克癌细胞的

“侠女”；
在芬兰奥博大学完成博士后研究

后，她毅然选择回到大陆工作，“因为
这里非常重视对青年科研人员的培
养，回到自己‘家’的孩子，有爹娘
疼，会过得更幸福”；

受聘来到江苏大学附属医院影像
科工作2年多，她先后主持和参与多
个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获评江苏
省镇江市“金山英才”医学领域高层
次人才、江苏省“双创博士”；

她叫蔡湘仪，一位来自台南，从
高中时把医学作为人生唯一大事而来
的女孩。

■ 高考前立下志愿：一生为

医学而来

蔡湘仪萌生做一名医学工作者
的志愿，缘于高中三年级时，与她一
起长大的一个好友罹患白血病不幸去
世。“当时我就下定决心，以后要用所
学，去帮助更多人摆脱顽疾的痛苦。”

为了实现这一人生理想，她持续
奋发，不断攀登科研高峰，2013年从
台湾东华大学生物技术研究所硕士毕
业后，考入北京清华大学生命科学学
院攻读博士；2018 年拿到博士学位
后，她又申请到芬兰奥博大学博士后
工作站的学习机会，在那里开展了两
年学术研究。

用医学所学帮助众生，大致可分
为做临床医生和从事科学研究两条
路，蔡湘仪选择了后者。最初她是在
台湾读本科二年级时，第一次接触生
物医学实验这件事，并且第一次接触
的就是令人一触及就色变的癌细胞，

“但当我真正接触后，发现这家伙其
实挺脆弱的，在实验过程中稍不注
意，它就无法存活，这也让我产生要
战胜这个可恶家伙的信心。”

喜欢在实验室里和细胞打交道、
做实验，在同学那里看似枯燥乏味的
生物实验，却让她感受到不少的乐
趣，在对自我喜好做过充分理性的分
析后，蔡湘仪最终决定选择做一名生
物医学科研工作者这条路。

在她看来，做科研，和自己的初
心，并不违和。“我们的工作可以与临
床医生互补，相互成就。比如临床医
生通过我们的基础研究成果，可以更
清楚地了解一种疾病从形成到发展的
完整成因，可以帮助其找到更佳的病
除方案，更有效地对症下药。所以，
我现在的工作，同样也是造福众生，
和我当年的想法非常一致。”

作为江苏大学影像学与人工智能
研究团队的核心成员，蔡湘仪正专注
于人工智能影像以及肿瘤分子诊疗一
体化领域的研究。她以被称为“癌症
之王”的胰腺癌为记者举例，“胰腺癌
是一种隐蔽性很强的肿瘤，一旦发
现，大多数病人已经到了中晚期。而
由于胰腺肿瘤的高致密性，药物难以
进入其中，所以临床上治疗效果也不
理想。”为了攻克胰腺癌有效治疗这一

医疗界的长期难题，蔡湘仪来到江苏大
学附属医院工作后，加入了由医院副院
长、影像科学术带头人王冬青教授领衔
的科研团队，一道探寻胰腺癌的致病原
因及放化疗抵抗原因，力求推动将研究
发现应用于临床治疗。

“我们采用基因工程修饰的生物纳米
分子探针，这种探针有减少给药次数、
提高疗效、改善耐受性等优点，增加了
化疗药物在病人体内的保留时间，提高
了肿瘤靶向性。同时利用磁共振成像实
现胰腺癌诊断和联合治疗的双重效
应。”蔡湘仪介绍说。据悉，该科研项
目共设三个子课题，目前有两个子课题
已经进入收尾阶段。

如果当年没有遇到一起长大的好友
因病离世，还会选择什么职业？接过人
民政协报记者的这一问题，蔡湘仪微微
思考了一下回答道，“当老师，也许是小
学老师或者初中老师。其实跟我现在的
职业也是一样的，我现在是硕士生导

师。还记得当年上小学时老师布置了一
篇作文——我的志愿，我不假思索就写
我要当老师。”说到这儿，这位被同学和
同事们一致称为“攻克癌细胞的侠女”
的温婉台湾女孩眼中露出了笃定的光
亮，“我想，这个称呼我要背一辈子了。
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者也。用自己
的所学照亮他人的人生之路，想想就让
我感觉很有成就感。”

截至目前，蔡湘仪已发表被SCI收
录的高水平研究论文20余篇，影响因子
累计达到180多点，主持、参与了多个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及省自然基金项目。

■ 不必卷到一线城市的洪

流，找到最适合当下自己的乐土

今年是蔡湘仪进入江苏大学附属医
院工作的第3年，要论大陆的医疗机构
实力，北、上、广、深等一线大城市的

医疗实力更强，是什么机缘，让这位台
湾医学才俊选择来到位于江苏南部镇江
市，加入江苏大学附属医院工作？在选
择工作和生活地方面，作为台湾青年一
代，她的考量标准是什么？

蔡湘仪给出的答案是：作为一名青
年科研工作者，首先她很看重工作单位
是不是愿意给年轻人机会，是否有机会
加入前瞻性的科研项目课题组，以及是
否自己有机会申报研究课题；其二是工
作地是否宜居。恰好，地处镇江的江苏
大学附属医院在城市人文环境和机构本
身的科研实力方面，对于当下的她，都
是最合适的。

她和记者分享了她与大陆、清华大
学以及江苏大学附属医院一步步建立联
结和机缘的过程。

“现在想想，蛮感谢我父亲当年给我
的建议，才有了我现在的事业和生活。”
她介绍，自己在台湾读完硕士后，也考
上了台湾成功大学的博士生就读资格，
本来人生轨迹就是一直留在台湾，后来
父亲的建议，让她选择“登陆”求学发
展。“我爸给我分析了大陆的各种优势，
比如对青年人才的培养、未来的发展机
会等等，都比岛内要有优势，我当时就
被打动，就想该出岛走走，不要总是当
井底之蛙。”2020年春天，她随博士后
导师来到江苏大学附属医院进行学术交
流，迅速被这里浓厚的科研氛围吸引。

“他们以临床问题为导向进行科学研究，
这让一直从事基础科研的我羡慕不已，
这时我就心里种下了一颗想来这里工作
的种子。”

2021年秋，如愿加入江苏大学附属
医院科研团队后，蔡湘仪也获得了超出
预想的丰硕“获得感”，获聘江苏大学附
属医院影像科副研究员、江苏大学影像
医学与核医学专业硕士研究生导师，先
后获评江苏省镇江市“金山英才”医学
领域高层次人才、江苏省“双创博士”、
镇江市青年托举人才工程支持人选……

心安之处即吾家。采访中，蔡湘仪
也向人民政协报记者透露，她明年准备
用大陆住房公积金和其他补贴在镇江买
房，把父母也接到大陆生活，“我准备
在这里长久安家立业啦！”说出这话
时，记者也被她从心底流淌出的幸福感
感染。

“这个时代到哪儿都是卷，作为新来
者，想要申请科研项目，也需要单位给
你申报的机会。所以，选对团队、选对
单位，比选择一个看似光鲜的大城市，
对于我更重要。”在人生需要做出重大选
择时，这位台湾女孩总是带着理性和选
择时的内心沉静。谈到给台湾同辈年轻
人的建议，她说“对于有实力的人，大
陆会非常欢迎并且愿意抛出橄榄枝，给
予你工作及发展机会，例如我所在的江
苏省在自然科学类职称申请部分，就为
台湾人才专门设立了绿色通道，因此在
职称申请上对于台湾同胞会更加高效，
并且还能享受和大陆同事一样的福利、
五险一金及编制等等。所以，只要是想
到大陆寻找工作的台湾有志青年，我都
建议你来试试。”

勇敢追梦、筑梦、圆梦，这位矢志
攻克癌细胞的台湾医学女侠在大陆的故
事，未完待续。

地方 态动

““

””

对于有实力的人，大陆会非常欢迎并且愿意抛出橄

榄枝，给予你工作及发展机会，例如我所在的江苏省在

自然科学类职称申请部分，就为台湾人才专门设立了绿

色通道，在职称申请上对于台湾同胞更高效，并且还能

享受和大陆同事一样的福利、五险一金及编制等。所

以，只要是想到大陆寻找工作的台湾有志青年，我都建

议你来试试。

——蔡湘仪

近日，上海市台协2023在沪台青岁末联谊活动
顺利举办。在沪台湾青年创业者、企业家等300余
人参加活动。

上海市台协会长张简珍对市台协青年工作部及
各区台青交流活动所取得的成效给予肯定。她表
示，上海台协是所有在沪台青的温暖家园，会长和
协会干部会做好台青们的 Big Mama、大家长，
我们将继续发挥桥梁纽带作用，努力为在沪打拼的
台湾青年提供更多的机会、创造更好的环境，欢迎
更多的台湾青年人才来上海追梦筑梦圆梦。

上海市台协青年工作部部长宋岳伦表示，希望
台协青年部未来能为在沪台青搭建更多元的交流平
台，通过政策分享、交流联谊、生活协助、资源共
享等形式，为台湾青年更好融入上海提供贴心服
务，让大家不断创新、融合梦想、赢在未来！

来自各区的青年干部们执“笔”为盼，共同期
待新的一年里，市台协青年部凝聚各区台青力量，
进一步发挥平台优势，激发新的活力，展现出上海
台青风采。

台上趣味游戏，台下眉展颜开，台青们在现场
五彩斑斓的映衬中旧友新知，家长里短，不分彼
此，即成一片。青年部特别为大家准备了“青蛙”
巡场惊喜互动环节，伴随着音乐的节奏，一起舞
动，将活动氛围推向高潮。

本次活动以“融合梦想，赢在未来”为主题，
来自不同行业的青年朋友们，身着白色主题的服
饰，不少小伙伴们精心搭配，为现场营造出满满的
氛围感，更让这个寒冷的冬夜，增添了一份特别的
温暖和感动。 （闻海）

在沪台青岁末联谊
融合梦想畅想未来

台湾马祖县长王忠铭近日率参访团到福州参访交
流3日。该参访团约40人，民意代表陈雪生、县议
会议长张永江等参加。两岸人士就福州马祖融合发展
进行交流探讨。

12月13日，福建省委常委、福州市委书记林宝
金与马祖参访团座谈交流。林宝金说，近年来，福州
与马祖在经贸、文化、旅游、教育等领域交流密切，
取得了丰硕的先行先试合作成果，形成了密不可分的
融合发展局面。希望两地进一步加强产业合作，在文
化旅游、海洋渔业、基础设施等领域创新融合上率先
突破，推动福马两地应通尽通、能融尽融，全力打造
福马“同城生活圈”。福州将秉持“两岸一家亲”理
念，为马祖同胞来榕投资兴业搭建更广阔舞台、创造
更好条件。

14日，福州连江县委书记陈劲松与马祖参访团
座谈交流。陈劲松说，今年以来，随着“小三通”航
线复航，连马两地交流成果越来越多、合作越来越
密、感情也越来越深。针对两地融合发展，连江进
行了创建环马祖澳国家级滨海旅游度假区、推动福
马产业园落地、人才交流融合、康养产业发展等探
索实践。双方将就观光旅游、货物互通等事项进一
步合作。

“马祖与福州同根同源，近年来越走越近、越走
越亲，在促进融合发展上大有可为。”王忠铭说，将
继续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反对“台
独”，进一步发挥好桥梁纽带作用，拓展福马两地多
领域交流合作，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助力两岸
关系和平发展。

在福州期间，王忠铭一行参观了两岸数字经济电
商产业园、福州现代物流城开发建设指挥部、中国
（连江）海峡国际农产品物流园等。 （庞梦霞）

福州马祖交流探讨融合发展

本报讯（记者 照宁）“自今年3月接任理事长
职务，我将追随台湾教育界前辈的脚步，持续推动
两岸教育交流活动。”12月14日，台湾省教育会理
事长吕松林在厦门举行的第十六届海峡两岸百名中
小学（中职）校长论坛上表示。

本届论坛由厦门市政府、中国教育学会、台湾
省教育会共同举办，以“创新人才培养”为主题，
吸引了海峡两岸190名中小学（中职）校长参加。

论坛期间，有11位台湾校长提交论文，来自嘉
义一所高中的校长作了专题演讲，苗栗的一所专科
学校代表和与会者进行了经验分享。之后，海峡两
岸的校长们参加了学校参访活动。在厦门五中，部
分学生向校长们展示如何通过编程让机器人表演，
学生们还举行了一场无人机足球赛，惊艳了在场的
所有校长们。

“新时期创新人才培养体系打造，不能仅局限于
学科教学。”来自台湾的校长参访团纷纷表示，厦
门五中注重在课程与社团、活动与创造、竞赛与展
示、交流与传播等方面全面创新，给人留下深刻印
象，其做法和经验值得借鉴。

“创新人才是推动民族进步和发展的重要力量，
是事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基础。”福建省教
育厅副厅长陈丽英说，两岸教育界同仁要通过互学
互鉴，探索创新，有利于推动两岸教育融合发展。

据了解，海峡两岸百名中小学校长论坛始于
2007年，至今已成功举办15届。16年来，两岸教
育界轮流承办，每届各围绕一个主题开展教学教育
理念、方法交流与分享。

中国教育学会副会长黄政表示，两岸教育界轮
值举办论坛，聚焦中小学及中职教育改革发展面临
的突出问题，破除偏见，坦诚交流，共同探寻破解
的思路和办法，有力促进了两岸教育教学的提高与
发展。

两岸百名中小学（中职）校长
共探创新人才培养

蔡湘仪 （前） 与大陆同事在实验室 受访者供图

14年前，“台二代”连泰瑞
从父亲手中接过坐落于上海闵
行区的服装厂区。不甘心靠着
父辈打下的江山生活，连泰瑞
决定主动走出“舒适圈”。瞄准
台湾有优势、大陆有前景的文
创产业，2015 年这座老厂区

“变身”麦可将文创园。
如今的麦可将，不仅吸引纸

箱王等台湾知名文创品牌相继入
驻，更于2018年被国台办授予

“海峡两岸青年就业创业基地”，
成为众多台湾青年文创业者试水
大陆市场的“第一站”。

“我希望将园区打造成联结
两岸文创的枢纽、两岸青年创业
就业的家园、台湾青年追逐梦想
的起点。”12月 14日在麦可将
文创园举行的“2023沪台文创
产业论坛暨长三角青创基地交流
活动”上，连泰瑞动情地说。

此次活动由上海市台湾同
胞投资企业协会主办，上海市

台协文创行业工委会，以及麦可
将、台青创客家等海峡两岸青年
就业创业基地共同承办。来自长
三角多地的两岸青创基地负责
人、创业台青代表、两岸文创业
者参与。活动现场，台青创客家
携手麦可将文创园共同发出倡
议，继续发挥“基地大联盟”职
能作用，整合长三角区域各青创
基地资源，推出更多举措和服
务，助力台青来大陆发展。

记者了解到，作为大陆最具
经济活力的区域，长三角近年来
吸引众多台湾青年的目光。在各
项惠台政策陆续落地的背景下，
长三角地区两岸青创基地依托优
惠政策和专业服务，成为台青就
业创业的热土。其中，2016年以
来连续举办的“上海海峡两岸青
年创业大赛”，8年来累计吸引超
4000个项目参赛。上海 （金山）
海峡两岸青年创业基地对接获奖
团队，通过引入市场化机制赋能

项目发展、实现产业落地。
2020年12月，由台青创客家

牵头、长三角地区多家两岸青创
基地参与的“海峡两岸青创基地
大联盟”成立，探索通过业务互
补、资源共享，携手为两岸青年
特别是台青创业“加油”。

上海市人民政府台湾事务办
公室副主任王立新表示，欢迎更
多台湾青年到大陆、到长三角发
展，鼓励各青创基地积极为台湾
青年筑梦圆梦、两岸青年携手共
进提供舞台。他认为青创基地可
从三方面提升服务能级：助力

“进得来”，让台青尽快融入大陆
生活圈；着眼“出得去”，立足加
强资源匹配度、提升政策落实
度、推动项目成熟度，帮助台青
创业项目加速孵化；加强各青创
基地之间整合联动，形成交流合
作机制，实现“想在一起、享在
一起”，为两岸青年携手参与两岸
经济文化融合发展提供重要平台。

长三角两岸青创基地乐为台青创业“加油”
本报记者 修菁本报讯（记者 照宁）“台湾近些年在无废城市建设、垃圾资源化

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果，两岸在生态领域拥有广阔的合作空间，希望两
岸互融互通，携手培育更多环保优质人才和项目。”12月15日，台湾
大学环境工程研究所名誉教授蒋本基在厦门举行的第四届海峡城市
环境论坛上分享道。

本次论坛以“科技赋能 减污降碳 推动绿色产业高质量发展”
为主题，由中国科学院城市环境研究所、厦门市生态环境局等单位共
同主办，两岸专家学者200余人齐聚一堂。其中，包含72位来自台
湾15所高校的老师和企业界代表。

“福建与台湾隔海相望，地相近、人相亲，海峡两岸在环境科技领
域拥有丰富的经验和资源，也面临着共同的挑战。”中国工程院院士、
中国科学院城市环境研究所所长贺泓在开幕式致辞中表示，要实现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必须要由科学家、企业家、政府决策者协同合作，
才能真正实现可持续发展。

“此次论坛不仅促进了两岸高校、企业间的交流，更为台湾环保
技术开拓大陆市场搭建了桥梁。”台湾科技大学智慧韧性水环境研究
室博士生林怡萱介绍，他们带来的“去磷型植生滞留槽”设施能有效
处理农业尾水、生活污水以及不含重金属的河道水，目前已经在安
徽、厦门等地投入使用，希望相关技术和设施能推广到更多大陆城
市，助力更多城市绿色、可持续发展。

据了解，本次论坛期间还举办了海峡环境科技成果对接会。对接
会上，共有5个项目签约，包含两岸生态环保标准共融共通、科技成果
转化落地、科研机构共建合作、生态修复工程治理等领域，合同总金额
约2.5亿元。

主办方表示，希望以此次论坛为契机，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共治共
享两岸生态环境，在融合中不断拓宽两岸环保产业创新发展新空间。

两岸专家在厦门携手推动生态环境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