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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
总部一期的骨髓移植中心移植层流病
房里，有一些患者正经历一场看不见的
殊死战斗——他们体内，一支经过“特
殊武装”的免疫细胞军队正迅速壮大，
对潜伏的癌细胞予以精准打击。一个
多月后，抗癌多年的他们有望走出病
房，宣告这场战斗取得阶段性胜利。

给免疫细胞装上“新型武器”的是
浙大一院院长、血液科骨髓移植中心学
科带头人黄河教授团队。近年来，他们
运 用 嵌 合 抗 原 受 体 T 细 胞 免 疫

（CAR-T）疗法，为许多血液系统肿瘤
患者带来新生。

眼下，被寄予厚望的细胞治疗技术
正在向新的高峰挺进——不久前，团队
发表在《自然》的一项研究报告了迄今
为止难治复发淋巴瘤高缓解率和低毒
副反应最好的结果：此前，同类产品的
完全缓解率仅有 50%左右，团队运用
CRISPR/Cas9 基因编辑技术，敲除了
抑 制 T 细 胞 功 能 的 PD1 位 点 ，引 入
CAR 基因，将这一数字提高到惊人的
87.5%。

“在人体内，T 细胞承担着识别异
常细胞的功能，一旦它的识别能力被肿
瘤细胞钝化，癌症就可能趁虚而入。”上
午门诊的间隙，黄河教授在诊室里向记
者详细解释了 CAR-T 细胞疗法的工
作原理，“我们做的就是找到肿瘤细胞

的特殊表达靶点，再用基因工程的手
段，把特异抗原导入到患者的 T 细胞
内，让 T 细胞能够点对点地识别、杀死
肿瘤细胞。”

十年前，美国的一项临床突破让
CAR-T细胞技术进入全球医学研究者
的视野。如今，中国在 CAR-T 细胞治
疗领域临床研究数量居全球第一，实力
已经能与美国比肩——这其中，数座里
程碑在浙大一院诞生。

恶性淋巴瘤完全缓解率 87.5%、急
性白血病 2 年总体生存率 83.3%、多发
性骨髓瘤总体反应率 93%——这些数
字背后，代表着团队国际领先的治疗水
准，也意味着更多生命获得了挽救。

黄河教授表示，这份成绩单离不开
基础和临床的共同发力。

“我们的科研目标既包括发现新
的靶点，增强现有 CAR-T 产品的功
效，研究制备通用型 CAR-T 细胞，也
包括在这些过程中，从基础研究的角
度进一步探索 CAR-T 细胞的作用机
制、重要并发症的防治策略等。”黄河
教授说。

每天，基础与临床的“合唱”都在一
个屋檐下上演。从浙大一院总部一期
病房一路向西，经过一条长长的连廊，
记者推开了良渚实验室血液与免疫研
究中心的大门，整齐划一的诊室和病房
被大片的实验区域取代——科学家们

正是把在临床发现的问题带到这里，融
入下一步的科研工作中。

实验室里，一位年轻的博士研究员
正在进行一项蛋白免疫印迹实验。“我
正在观察肿瘤细胞膜上的 CD7 靶点。”
她一边将载玻片小心地送入流式分析
仪里，一边向记者介绍，“CD7 CAR-T
细胞可能‘误伤’同样表达 CD7 靶点的
正常 T 细胞，导致患者出现严重免疫缺
陷。我们的课题是希望找到一种方法，
减轻这类毒副作用。”

从这里诞生的科学发现，将被送往
合作企业的实验室里，通过进一步论
证、完善，制备成产品，最终回馈到患者
身上。眼下，浙大一院还在积极创建国
家医学中心，未来，产学研用有望在此
深度融合，一体化布局。

CAR-T细胞疗法是否可能用于治
疗血液系统肿瘤之外的癌症？在过去
很长一段时间里，由于实体肿瘤的物理
屏障更难被“攻破”，且肿瘤内部的微环
境 不 利 于 免 疫 细 胞 工 作 ，实 体 瘤
CAR-T细胞疗法进展缓慢。

近几年，浙大一院党委书记、长期
从事肝胆胰复杂疑难疾病诊治的学科
带头人梁廷波教授看到了“转折点”。
他的团队致力于将新一代 CAR-T 细
胞疗法应用于晚期肝癌和胰腺癌患者，
经过几年的艰难探索，取得了不少重要
进展。

比 如 ，在 克 服 肿 瘤 微 环 境 对
CAR-T 细胞的影响方面，梁廷波教授
团队近期发表在肿瘤免疫治疗学会官
方期刊上的研究，提出了一种新型抑制
策略，能够使得 CAR-T 细胞在“敌军”
内部保持高强度杀伤力的同时持久地
发 挥 作 用 ，从 而 实 现 对 肿 瘤 的 长 期
控制。

与此同时，越来越多 CAR-T 治疗
实体瘤的临床试验也在浙大一院陆续
开展，涵盖肝癌、胰腺癌、胆管癌、结直
肠癌等主要癌种。在其中一项针对肝
癌的研究中，大多数患者经过治疗后肿
瘤均有显著缩小，部分患者甚至达到了
90%以上的深度缓解。这在以往是极
难见到的。

手术台上、无影灯下，梁廷波教授
曾为数千位肝胆胰肿瘤患者主刀，然而
一旦肿瘤复发或在远处播撒，外科干预
往往就显得无力，这让他更加坚定要将
CAR-T细胞疗法等更多的新技术成果
尽快实现临床转化。“希望我们的医学
手段不只停留在帮助患者延长几个月
或几年的生命，而要给予他们治愈的可
能和长久的健康。”梁廷波教授说，“打
通基础研究和临床应用，使科研攻关和
治病救人紧密结合，是医疗创新发展的
历史责任和必由之路；前端连着基础研
究，后端连着转化应用，这将是未来医
院的终极形态。”

浙大一院攻关CAR-T细胞免疫疗法，追赶全球前沿——

点对点识别，狙击肿瘤细胞
见习记者 涂佳煜 本报记者 陈 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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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报 嘉 兴 3 月 28 日 电 （记 者
郁馨怡 通讯员 何蓉娜 王静芳） 3 月
28 日，嘉兴公安“助企安嘉”网上警务
室正式启用，提前“尝鲜”的陈亚东为这
项惠企举措点赞。

陈亚东所在的顾家智能家居嘉
兴有限公司，企业生活区入住员工有
2000 人 ，宿 舍 管 理 任 务 重 、情 况 复
杂，存在一定的安全隐患。他在网上
警务室联系“一企一警”的许警官后，
秀洲警方帮助企业免费上线了一套
智能化的宿舍管理系统，同时优化了
房 源 100 间 ，大 大 降 低 了 企 业 运 行
成本。

以优化营商环境为着力点，今年，
嘉兴公安出台五大提升行动 20 项措

施，并在原有 20 个线下为企服务警务
站的基础上，开发“助企安嘉”线上集成
应用平台，全面整合公安 133 个事项，
涵盖知识产权保护、企业风险自查、预
警防范宣传等功能，线上线下融合发
力，助企惠企提质增效。

“网上警务室的建设理念是‘无事
不扰、有求必应’，企业需求提交后，应
用可一键派单，直接推送至经办民警和
相关警种、服务团队。”嘉兴市公安局经
侦支队支队长吴戎表示，“助企安嘉”网
上警务室的接口设置在嘉兴公安微信
公众号上，“企业需求提请、企业风险预
警”两种模式都可顺畅运行，最大程度
畅通企业办理公安业务、享受政务服务
的渠道。

嘉兴网上警务室为企解忧

一键派单 有求必应

本报绍兴3月28日电（记者 王佳）
3 月 28 日上午，绍兴举行惠企“1+9+

X”政策资金直达快享新闻发布会。
记者了解到，为全面提升“开门红”

实战实效，今年以来，绍兴迭代升级“越
快兑”政策资金兑现平台，全面打通了
省财政一体化预算支付系统接口，实现
全市域全领域政策资金直达快享，可实
行政策资金全过程线上兑付，切实提高
资金兑付效率。

为保障资金“一键直达”，绍兴市
强化流程“全链条”再造，各政策管理
部门通过压缩审批流程，下放审批权
限，采取限时办理、电子监察等方式，
强化政府响应及时度、数据融合度，将
原来政策奖补审批办理时间压缩到平
均 7 个工作日，审批时间平均减少 9.9
天，极大提升了申报主体的获得感和
满意度。

同时，平台批量嵌入“资金拨付”
模块，整合政府部门数据资源，共享全
市各层级预算单位、财务、经办人员信
息资源，打通兑现“最后一个环节”，与
省财政一体化预算支付系统“直联贯

通”，提升全市多部门、多系统协同效
率，实现“1+9+X”政策事项财政直达
全覆盖。政策管理部门完成事项审批
后，财务人员批量推送拨付指令，企业
最快在公示期后 1 天内可收到奖补资
金。通过批量支付功能，解决人工核
对存在的重复录入、工作效率低等问
题，并可实现系统自动筛查，及时处置
风险漏洞。

平台还通过资源整合、系统融合，
解决了企业政策看不全、审批流程看不
到、兑现结果无感知等痛点，实现了政
策上线、奖补审批、资金拨付、好差评的
全流程闭环监管，确保财政资金直达快
享、透明高效。

据了解，截至当天，“越快兑”平台
已为该市 36956 家企业（个人）兑付政
策资金 28.2 亿元，提前完成 50%的兑
现目标。值得一提的是，作为“1+9+

X”政策体系中兑现金额最多的政策，
截至 3 月 21 日，先进制造业强市专项
政策已兑现 9.9 亿元，完成年度计划的
63.8%，提前超额完成一季度兑现 50%
的目标任务。

绍兴再造流程提高助企效率

“越快兑”，惠企政策更快兑

我看“宋韵今辉”

专家名片
余旭红，浙江省文联党组成

员、中国美术学院美术馆馆长、
“宋韵今辉”艺术特展总策展人。

这段时间，余旭红几乎每天都在
“宋韵今辉”展馆。看着观众在一幅幅
画作前驻足细细观赏，他颇感欣慰。“对
照当初的展览方案和设想，基本实现
了。”余旭红说。

这场展览，名作云集。其中，刘松
年的《四景山水图》、夏圭的《烟岫林居
图》、李唐的《濠梁秋水图》、马远的《雪
屐观梅图》和《松寿图》等中国美术史上
的名迹在这场展览中一一呈现，这是
800 多年来，南宋四大家“刘李马夏”珍
品首次齐聚杭州公开展览。

这场筹备了近两年的展览，一开始
并不顺利。2021年8月，省委文化工作
会议提出实施宋韵文化传世工程。不
久后，一场高规格的宋韵主题展览被提
上了日程。省委宣传部“宋韵文化节专
班”会议上确定，由省文联、中国美术学
院牵头在杭州举办一场宋代书画真迹
展。当时不少人认为，这是一件几乎不
可能完成的事。

为什么？严格意义上说，浙江几乎
没有代表性的宋画真迹藏品，要办宋画
真迹展，所有画作都要外借。此外，大部
分宋画真迹都属于国家一级文物，根据
有关规定，这些文物每经展出就需要“休
眠”，外借需要提前一两年预约“档期”。

加上各大博物馆的文物各有展览计划，
有的从不出省，有的很少出馆，有的甚至
极少示人，珍品外借可谓难上加难。

但展览还是要办。2021 年 10 月，
省文联主席许江为展览定下名称“宋韵
今辉”，具体展什么、怎么展，还需要进
一步谋划。

省文联组织了专家认证。“原本大
家想，在杭州做这样一场呈现宋韵的展
览，可以有很多应景的方式呈现。”余旭
红回忆，比如宋代拓片、宋代版画、宋代
器物等，但通过实地考证后，大家觉得
这些都不是最理想的方式。作为呈现
宋韵文化脉络的展览，宋画无疑是最好
的选择，而且要真迹，这是对文化的虔
诚与敬畏。

一项难度极大的工作启动了。放
眼全国，中国美术学院美术馆和浙江省
博物馆联合策展团队首先瞄定故宫博
物院、上海博物馆、辽宁省博物馆，这三
个收藏中国古代书画数量最多、分量最
重的大馆。同时，天津博物馆、云南省
博物馆、南京博物院、四川博物院等都
有馆藏的宋画精品。

余旭红随身背着一个双肩包，半年
来几乎不离身，包里装着十几轮修改后
的借展方案。疫情期间，只要条件允
许，策展团队随时飞到各个博物馆沟通
借展事宜。

这项工作的难度与挑战，超出想

象。具体对接后，团队发现原定的方案
很快被否定。根据相关规定，一级文物
的借展比例不能超过20%。同时，策展
团队不能确定哪些宋画正在休眠、文物
状况如何、以及各馆近期的展出计划，
况且还要围绕“宋韵今辉”主题筛选作
品，一件作品不能出借就要调整其他相
关作品。

整个筹备过程，策展团队对“刘李
马夏”的重聚是执着的。“刘李马夏”不
仅是中国绘画史上的巅峰之一，对杭州
而言更有特殊意义。

当时，其中一幅画按照原藏单位的
计划将用于他们自己的一场临展。“让

‘刘李马夏’的绘画在 800 多年后回到
它们的创作地杭州进行展览，这是杭州
市民的幸福，也是几代学者的愿望。”余
旭红说，这也是对中国古代绘画传统的
致敬。无论多难，都要试一试。双方多
次沟通后，对方博物馆负责人最终决定
出借画作，成就了这场“圆满”。

一场如此艰难的展览，为什么最
终能做成？在“宋韵今辉”展览“馆长
对话——系列学术论坛”中或可找到
答案：也许是展览主办方的诚意和执
着打动了他们，也许是宋画真迹重回
杭州的特殊意义和圆满。

最终，在主办单位的共同努力下，
在国家文物局的支持下，故宫博物院、
上海博物馆、辽宁省博物馆、天津博物

馆、云南省博物馆、安徽徽州历史博物
馆协同共力，中国美术学院美术馆和浙
江省博物馆通力合作，“宋韵今辉”顺利
开展。余旭红说，正是大家对艺术的初
心，成就了这场展览。

余旭红表示，这场展览对杭州市民
来说，有着更为深刻的意义：宋画里的
景致就是今日的湖山，宋画中能找到我
们无比熟悉的生活细节。穿越 800 多
年的时空，在画作中回望家乡的历史风
貌与气象。

谈及这场展览的初衷，油画专业出
身的余旭红也有自己的理解，“宋画真迹
是有‘灵韵’的，这份‘灵韵’值得让更多
人看到。”观众看画展时，甚至不需要专
业解说，就能感受到画作的独特气息。

这份心意正在被感知。上周末，“宋
韵今辉”特展由于过于火爆增开夜场，春
雨淅淅依然挡不住大家观展的热情。余
旭红表示，这场展览更像是一场社会美
育，在展品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希望有更
多的观众走进美术馆，看一看难得一见
的宋画真迹，完成一趟美的旅程。

“宋韵今辉”总策展人余旭红——

800年后，让“刘李马夏”重聚杭州有多难
本报记者 姜晓蓉 实习生 单予晴

近日，重达1400吨的杭州国际博览中心二期项目屋盖钢结构顺利实现一次性整体抬升，标志着项目主体结构进入收尾阶段。国博二期项
目总建筑面积约46万平方米，主体结构采用装配式钢结构建设，总用钢量达8.3万吨，项目预计2025年底全面建成。 本报记者 魏志阳 摄钢筋铁骨

本报讯 （记者 徐添城 共享联盟·
绍兴、柯桥 杜珊珊 赵越）“感谢你
们！我们这几年一直悬着的心终于放
下了⋯⋯”日前，在绍兴市柯桥区商务
局一间会议室内，柯桥某外贸公司和海
外某公司绍兴代表处负责人正式签下
和解协议，双方就此握手言和。“多亏了

‘洋娘舅’尼拉杰的帮助，这几年，他一
直在为我们追踪服务。”该外贸公司负
责人说。

2018 年，因一位海外客户未能支
付运往印度港的货物货款，导致柯桥
某外贸公司两个集装箱的货物在印
度港被拍卖。提供代理服务的海外
某公司绍兴代表处未能支付拍卖所
得部分尾款，导致该外贸公司损失近
20 万美元。

多次讨要无果，该外贸公司负责人
找到了柯桥外籍调解员、印度商人尼拉
杰。“2020 年，我在印度，和印方也熟
悉，就直接找到他们进行沟通。”尼拉杰

回忆。
纠纷比想象的复杂，但尼拉杰没有

放弃。今年 2 月 16 日，尼拉杰回到中
国后继续进行调解，他每日抽出时间，
促成双方多次通过视频电话会面。经
过尼拉杰等人的不懈努力，近日终于解
决纠纷。

“柯桥企业对外贸易频繁，其间
时常遇到经济纠纷。在许多涉外调
解环节，外国人士更了解当地情况，
在处理问题时会更专业、便捷。”柯桥
区商务局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近年
来，柯桥区积极探索“以外调外”涉外
纠纷调处模式，在 5000 余名外籍常住
商业人士中，聘请了 6 名通中文、精贸
易、有信誉的外籍人士担任调解员。
他们分别来自印度、巴基斯坦、阿富
汗等与柯桥企业贸易往来较频繁的
国家。这些调解员上岗以来，已帮助
柯桥外商和本土企业解决不少实际
难题。

柯桥聘请6名外籍调解员处理涉外经济纠纷

“洋娘舅”跨国助企追欠款

本报讯 （记者 黄宁璐 通讯员
任哲民） 近日，舟山市普陀区登步岛
居民刘伟国走进登步岛管委会便民
服务中心，办理代开发票业务。工作
人员随即拿出平板电脑，通过“远程
叫号系统”取号、排队。不到 5 分钟，
普陀区政务服务中心税务窗口一名
工 作 人 员 面 带 微 笑 出 现 在 屏 幕 上 。
了解需求后，该窗口工作人员一步一
步指导刘伟国通过手机完成代开发
票业务，最后由登步岛管委会便民服
务中心工作人员打印发票。整个过
程不超过 10 分钟。

“没想到在村里就能与办证中心
工作人员‘面对面’，办事更方便了。”
拿到发票的刘伟国高兴地说。今年 67
岁的刘伟国经常打散工，这次企业要
求提供劳务发票。由于现在代开发票
业务需全程网办，刘伟国不知道该如
何操作。正是普陀推出的“远程叫号
系统”，让他不出岛就享受到优质的
服务。

普陀有大小岛屿740多个，是我省
海岛数量最多的县（市、区）。近年来，
普陀区大力推进“办事不出岛”，在各海

岛乡镇设立便民代办点、基层帮办代办
员，海岛居民办事办证便利程度大为提
升，但部分事项仍难在岛上办结。“比如
一些事项要求本人到窗口进行人证比
对，部分代办员对业务不熟悉，都可能
导致居民需要本人跑一趟办证中心。”
普陀区审招办行政审批协调科科长杨
晓菲说。

针对这一民生痛点，今年，普陀
区大力打造“办事不出岛”2.0 版，开发
运行了“远程叫号系统”。海岛居民
可就近在各便民服务站点在线取号、
排队，以远程视频的方式与区政务服
务中心窗口工作人员实时连线，“面
对面”完成业务的咨询办理，足不出
岛享受均等化、优质化、便捷化政务
服务。“对于海岛行动不便的老人，代
办员还可以携带平板电脑，上门办理
部分业务。”杨晓菲说。

目前，普陀区 9 个镇（街道、管委
会）便民服务中心均已接入“远程叫号
系统”，开通医保、社保、税务、市监、不
动产、民政、综合等 9 个窗口试点。普
陀 区 民 生 事 项 就 近 办 比 例 达 到
82.2%。

普陀打造“办事不出岛”2.0版

办证大厅“开”到偏远海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