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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嘉宾

詹启敏 分子肿瘤学家，中国工程院院士。现任北京大学国际癌症研究院院长、北京大学健康医疗大数据国家
研究院院长、北京大学肿瘤医院分子肿瘤学研究室主任，苏州大学苏州医学院院长。他致力于肿瘤分子生物学和转
化医学研究，在细胞周期调控、基因组稳定性和细胞癌变机制研究中取得了原创性和系统性成果。

詹启敏：助推福州数字健康事业发展
本报记者 张铁国

本版图片除署名外由本报记者石美祥摄

作为中国医师协会健康传播工作委员会主任
委员，詹启敏还负责国家健康知识传播工作。

想要鼓励更多青少年攀登科学高峰，在成长成
才路上，学生和家长如何做得更好？詹启敏认为，
健康中国，科普先行。以全民健康为例，首先要有
健康意识，要深入普及，让市民群众了解健康的重
要性，把自己作为健康第一责任人，才能营造更好
的健康文化、健康环境，树立更加健康的生活方式，
从而实现健康工作“关口前移”和“重心下移”。他
指出，福州高校和科研院所资源丰富，要让这些医
疗健康科普资源走出院校和实验室，下沉到基层、
农村、工厂一线，通过数字技术和宣传手段创新，更
好地让科普工作惠及群众，从而吸引更多青少年投
身医疗科技和健康事业。

要支持青少年成长成才，在詹启敏看来，还有
三个方面不可忽视。作为青少年一代，首先要树立
远大理想，有了奋斗目标，才能沿着正确的方向扬
帆起航。其次要培养坚韧不拔的毅力，在学习中会
遇到很多困难和问题，要敢于攻坚克难，勇毅前
行。第三，要有宽广的胸怀。要解放思想，敞开胸
怀，不断拥抱前沿知识和前沿科技，不断更新知识
结构，敢于挑战常规，树立创新思维。

家长和学校方面，则要高度重视青少年综合素
质的培养。“孩子的成绩固然重要，但还要提高综合
素质，让其走得更远、飞得更高。”他说，要不断优化
孩子的知识结构，在文学、艺术、音乐、体育等方面
拓展，真正做到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

“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考察时，提出‘要在推动
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上闯出新路’，为我
们做好科技创新和科普工作指明前进方向、赋予新
的使命。”他表示，将积极推动中国微循环学会与福
州及相关单位和企业在深化合作上再上新台阶，为
福州加快建设现代化国际城市作出贡献。

这些年来，詹启敏不仅参与了福州的
数字健康事业发展，对于福州城市的建设
发展，他也颇有感触。“与 20年前相比，福
州的城市变化与全国经济社会发展一脉相
承，从老城旧路到产业兴旺，城市更加现代
化、更漂亮、更宜居宜业！”詹启敏说，“你
看，福州高新区这边高楼林立，高新技术企
业云集，数字经济发展态势迅猛。”

此外，福州在高校环境、医学领域和医
院建设等方面的变化，也让詹启敏印象深
刻。他说，这几年，福州在人才引进方面力
度加大，随着数字经济发展，带动医疗技术
水平持续提升，并带动生物医药等相关企
业和产业发展。“福建省和福州市把生物医
药、健康医疗放在重要位置上，在产业布
局、创新发展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

詹启敏表示，福州地处东部沿海，医疗

水平、科研、教育、临床服务能力提升潜力
巨大，还应往更高领域、更深层次发展，让
数字技术与医疗健康产业深度融合。

对此，他提出了三点建议：一要引人
才。在高层次人才培养、引进方面，要更
贴近实际需求，多向长三角、珠三角等地
区学习借鉴，吸引更多优秀人才来到福州
创新创业。二是搭平台。高水平平台建
设，是创新能力的重要体现，福州应加大
投入，筑巢引凤，营造“拴心留人”的人才
发展环境。三要出政策。健康医疗事业
事关群众幸福指数和生活质量，要强化战
略布局，将健康医疗事业摆在更加突出的
位置，出台政策保障，推动医疗卫生行业、
医学院校与当地产业深度融合，更大程度
释放生产力，更好造福人民群众，推动经
济社会发展。

“我第一次来福州，大概是 2003
年。”詹启敏回忆，当时他来参加一场
全国性的学术会议。得益于福建省和
福州市的重视、有关部门盛情相邀，他
时常前往福建省肿瘤医院、福建医科
大学附一医院、福建医科大学等医疗
机构和高校考察交流，并曾担任在福
建医科大学成立的省级实验室学术委
员会主任，指导开展相关工作。

“过去，我在北京大学工作，与福
建和福州的学校或医疗机构围绕数字
健康开展了不少交流合作。担任中国
微循环学会负责人后，我力求与福州
企业进行更深入的合作，并推动科技
创新取得更大突破。”詹启敏说，中国
微循环学会在推动自身学科发展的同
时，以科协组织为平台，力求通过与企
业合作，推动福州科学普及与科技创
新协同发展。

基于此，去年初，詹启敏积极推动
中国微循环学会在福州康为网络科技
有限公司设立“科创中国”中国微循环
学会康为创新驱动服务站，围绕数字
疗法、设备赋智、智能装置、数智平台
等方面开展了一系列技术攻关，建立
了糖尿病等病种的 AI 大脑和应用中
台，形成了以管理效能为核心、临床结
局改善为目标的数智医疗健康技术和
服务体系，实现了专病专科领域的设
备赋智、机构赋值和产业赋能。

詹启敏说，服务站设立后，他组织专

家学者开展了国家重点研发计划——
实施欧盟地平线2020项目，开展“数字
药”产品创新研发，并为共建“一带一
路”国家慢病防控提供技术服务。去
年4月，中国科协主要领导实地调研后
给予充分肯定，对这一通过国家学会
支持地方经济和产业发展的模式，在
全国其他地方进行推广。

去年9月，詹启敏带领学会院士专
家再次来到福州康为创新驱动服务站
调研，对服务站发展规划、运行模式和
建设成效进行实地考察，并决定依托
服务站成立中国微循环学会数字健康
产业研究院，力求将其打造成“科创中
国”产学研用示范样板。

今年，詹启敏又推动数字健康新
成果落地福州。11月 17日，在他和相
关专家学者推动下，由中国、荷兰、澳
大利亚、马来西亚、塞浦路斯、菲律宾、
佛得角共 7个国家数字健康科技工作
者联合发起的“一带一路”数字健康协
作组在榕成立，旨在推动各国数字健
康领域的交流与合作，实现资源共享、
技术交流和合作协调，共同促进数字
健康科学研究和产业发展。

这天上午，詹启敏还走进福建省大
数据集团、省妇幼保健院考察调研。“未
来，我们会借助北京大学健康医疗大数
据国家研究院的资源优势，与福建省大
数据集团和省妇幼保健院围绕健康医
疗大数据深化合作。”他说。

“当前，我国健康事业面临重大挑
战……必须在生命组学、基因编辑、人
体微生态、免疫调控等医学前沿科技
上不断创新。”17日下午，一场题为“科
技创新支撑现代医学发展”的主旨报
告，引起与会者强烈共鸣。

作报告的是中国工程院院士、中
国微循环学会理事长詹启敏。当天，
由省科协、中国微循环学会、省大数据
集团联合主办，福州高新区管委会、市

科协、福建省中卫数字医疗健康科学
研究院共同承办的2024年东南科技论
坛—数字健康技术创新论坛在高新区
举行。

詹启敏是福州的老朋友，20多年
来，他多次来榕，与福建和福州的医疗
机构、企业开展数字健康、科技创新交
流合作。近年来，他致力于科学普及
工作，积极推动福州医疗科技创新工
作高质量发展。

参与福州医疗健康事业

詹启敏
（左三）在福
州康为网络
科技有限公
司 考 察 调
研。

（康 为
公司供图）

詹启敏
在数字健康
技术创新论
坛上演讲。

詹启敏
接受本报记
者专访。

从学术交流到产业合作

见证福州城市变化

从老城旧路到产业兴旺

支持青少年成长成才

从健康意识到综合素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