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北京大学亚太经合组
织健康科学研究院院长、发展
中国家科学院院士 郑晓瑛

建设生育友好型环境
工作与养育下一代不冲突

北京大学亚太经合组织健康科

学研究院院长、发展中国家科学院院

士郑晓瑛作主题分享，题目是《女性

科技能动力提升与赋权》。在演讲

中，她与观众分享了论坛茶歇时与几

位年轻人的聊天，“我刚才跟几位年

轻人谈到了这个问题，其实谈到女性

科技人才的发展，先来谈女性科技人

才的健康。一个女性如果要想成功、

想成才，或者想成就自己的梦想，其

实对女性来说没有了健康和快乐，其

他的东西就都没有意义了。”郑晓瑛

说道。

她建议，要建设生育友好型的环

境。“我们应该在所有的单位、集体、

企业和组织都应该有这种友好型的

设备、政策、生态，让女性边工作，边

把自己的子女养育大。”她解释，生育

友好型环境的关键在于让女性意识

到，工作与养育下一代并不是冲突

的。“只有男性和女性共同理解了同

样的问题，他们对共同的事情会有了

共同的决策。”郑晓瑛解释道，在家里

面婚育不光是女性的事情，两个人应

该共同决策、共同行动，将来才会有

一个共同的良好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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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快报讯 5月20日，由2023大湾区

科学论坛发起，“众里寻她”女科学家分

论坛在广州南沙举办。作为大湾区科学

论坛的新环节之一，“众里寻她”女科学

家分论坛以“她智慧，点亮科技之光”为

主题，来自计算机与软件、工业制造、能

源材料、生物医疗、地理环境、公共卫生、

心理健康等领域的100多位专家、学者和

企业家代表参加分论坛的讨论。

广东省妇女联合会党组成员、副主

席方赛妹表示，今年的大湾区科学论坛

特别增设“众里寻她”女科学家分论坛这

一环节，这是展示她们在实现科技自立

自强、建设世界科技强国中的“她智慧”

的重要举措。

广东省政府副省长张新表示，从

2019年以来，广东省自然科学基金和青

年基金累计支持女性科研人员的项目已

经超过4000项，立项经费超过了4亿元，

近年以来，广东科技创新成绩显著，这些

成绩的取得，广大女科技工作者功不可

没，广东也将进一步加大政策支持和服

务保障力度，为广大女科技工作者施展

才华、实现梦想提供更加广阔的舞台。

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党组书记、副

主席、书记处第一书记黄晓薇表示，大湾

区科学论坛以“她智慧，点亮科技之光”

为主题，首次专设女性分论坛，搭建科技

女性沟通交流的高端平台，展现新时代

女性勇于创新的责任担当，对贯彻落实

党的二十大决策部署，更好地凝聚女性

科技力量，共创大湾区的高质量发展很

有意义。

当天上午，四名不同领域的杰出女

性作主旨演讲，共同传递对科技女性成

长的关注，以激励更多青年女性从事科

技工作。在下午的圆桌会议环节上，10
多名优秀科技女性工作者，围绕女性科

研人员的发展状况、心理健康和成长历

程、对未来女科学家的寄语等多个议题

进行了深入的探讨，通过交流对话进一

步激发女性的科研兴趣，推动营造更加

公平、开放的科研环境，助力女性科研工

作者更快、更好地成长与发展。

她智慧 点亮各领域科技之光

听听女科学家怎么说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国际生态
系统管理伙伴计划主任、发展
中国家科学院院士 张林秀

挖掘女性潜力
需更多机制和保障来推动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国际生态系统

管理伙伴计划主任、发展中国家科学

院院士张林秀在主题为《释放女性能

量，助力可持续发展》的演讲中，先与

观众分享了自己的第一个性别视角开

展的研究得出的结论——增加家庭人

均收入 1 万块钱，它所提高的儿童营

养健康的水平还不如让女性的营养知

识增加10%。“所以你就看出有的时候

不是钱的事，知识很重要，而且女性知

识很重要。”她总结道。

张林秀认为，改变一个观念，改变

一个行动不是一次性动作，要长期给

予支持，女性赋权、赋能是一个长期过

程，不是说一下就能做到的，要采取综

合的途径，全方位出击。她强调，解决

性别不平等不仅仅是女性的责任和义

务，应该是全社会的力量来解决。

“无论是在全球层面还是在地方

层面，还是在个人层面，互动、交流和

合作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女性赋能、性

别主流化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挖掘女

性的潜力还需要有更多的政策机制和

政策保障来推动。”张林秀表示。

●深圳大学计算机与软件学院院
长、国家科技创新领军人才 黄惠

女性成员占比超七成
深大可视计算团队创新突破

“可以说我从开始学习到工作的这个

大环境里面，一直女性都是偏少的。但是

很骄傲的是在我们深圳大学可视计算的研

究团队，女性占比超过了70%。所以我今天

正好也是有这个机会来给大家展示一下我

们的‘红旗团队’科研工作可以有一些什么

样的突破。”深圳大学计算机与软件学院院

长、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家科技创新领军

人才黄惠在主题《面向智能机器人的智能

图形技术》的演讲中介绍。

黄惠带领的“红旗团队”提出了优视精

准摄影测量创新技术。简单来说，它就是

可以用便携无人机，实现毫米高清分辨率

的城市三维快照。大家可以像叫网约车一

样，只要一键定义路径，就可以让这个无人

机去采集。所有采集的数据都会回到云端

的数据库，在后面进行三维的重建。

黄惠以一个案例说明了这项技术的应

用——去年在四川的一次地震中，当时在

白鹤滩，当地政府很担心地震对水电站的

影响，因为白鹤滩水电站是继三峡水电站

之后世界第二大吞吐量的水电站，而这项

工作以前是全靠人工缆车吊下去，逐个来

检查所有的梁柱是否有沉降、有裂缝。当

时她和团队赶到那里，用无人机的采集和

云端检测，为站方找到了潜在的隐患。

●中国科学院青藏高原研究
所研究员、第十八届“中国青
年女科学家奖”获得者 张凡

带着血氧仪和氧气瓶，
在青藏高原做研究

中国科学院青藏高原研究所研究

员、第十八届”中国青年女科学家奖”

获得者张凡分享了她在青藏高原江河

源区研究水沙变化的故事和心得。

2010年以来，张凡带领研究小组

在青藏高原6个高海拔的冰冻川流域

的8个河流断面开展径流和泥沙综

合观测，逐步实现观测河水水位、浊

度、盐度动态监测数据的实时传输。

张凡感慨，她 2009年就回国进

入青藏所，2010 年第一次去西藏，

当时在拉萨的公寓楼上楼梯时就昏

过去了，之后有很严重的高反。在

那之后她再去西藏，都会备一个血

氧仪，监测自己的身体状况，同时在

车里备着医用的小型氧气钢瓶。她

十几年间也跑了西藏大大小小的一

些河流，通过野外对西藏的河流有

了一次又一次新的认识。

“青藏高原是非常美丽的，同时

也是非常脆弱的。在全球变暖的背

景之下，青藏高原的生态环境发生

了非常急剧的变化，希望对于青藏

高原河流泥沙的研究深入，可以让

我们更好地应对全球变暖带来的变

化。”她与观众分享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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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里寻她”女科学家分论坛旨在通过搭建科技女性沟通对话的高端平台，荟萃科技领域的国内外女性精英。

今年的大湾区科学论坛特别增设“众里寻她”女科学家分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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