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5月 27日，复旦大学首届选调生校友论坛暨2024届赴
西部、基层、国家重点单位就业毕业生出征仪式在光华楼举行。校
党委书记裘新为2024届赴西部、基层、国家重点单位就业毕业生代
表授出征大旗，并以《“高看一眼”与“高出一筹”——寄语2024届赴
西部、基层、国家重点单位的毕业生》为题，给同学们上了最后一堂
思政课。裘新祝愿同学们在践行家国使命中，不负“高看一眼”的
期望，做出“高出一筹”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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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将毕业同学上最后一堂思政课

本报讯 5月29日，复旦大学邯郸校区老校门、相辉堂、吕志和楼、校
史馆和枫林校区东区老校门、一号楼等这些复旦地标，见证了专属应届
生的“大片”。51支班级集体齐相聚，与校党委书记裘新、校长裘新同框
拍摄毕业照。同学们们穿上学位服、戴上学位帽，整理垂布、扶正流苏。
裘新、金力来到同学们中间，为同学们送上满满的祝福，在一阵阵快门

“咔嚓”声中，师生们热情洋溢的笑脸被定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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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届生与书记、校长同框拍毕业照

本报讯 6月2日，复旦大学MFA创意写作专业成立15年暨文学
写作教育高峰论坛举行。今年适逢王安忆教授荣休。2004年，身为
上海市作家协会主席、茅盾文学奖获得者的王安忆正式受聘于复旦，
担任中文系教授。作为复旦创意写作的奠基人和灵魂人物，王安忆
深耕课堂、严谨治学，为培养创意写作人才倾注了大量心血。

复旦大学创意写作MFA走过1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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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5月30日, 由上海市杨浦区人民政府、复旦大学、上海城
投集团三方共同发起的未来谷-湾谷创新中心正式揭牌。这是三方
服务上海国际科创中心建设、培育促进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战略举
措。未来，三方将合力把创新中心建设成为上海乃至全国重要的科
技创新策源地、创新改革的试验田。创新中心采用“政府引导、高校
支撑、市场主导、开放运作”的模式，将具体实施9大建设内容。

三方共建未来谷-湾谷创新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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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日前，第六届上海高校学

生理论宣讲微课程比赛（下文简称：微

课大赛）决赛暨展示活动在复旦大学举

行。复旦大学博士生讲师团讲师、马克

思主义学院2023级硕士研究生温鑫荣

获一等奖，生命科学学院“生音”青年讲

师团副团长、生命科学学院2023级博士

研究生徐思源荣获三等奖。

微课大赛在复旦举办六年来，为高

校青年搭建起一个以理论宣讲为载体

的自我教育、自我成长、朋辈教育平

台。六届微课大赛孵化出数百门既有

理论深度又显直观生动的精品大学生

宣讲微课，并“以赛促建”培育了一大批

大学生理论宣讲社团和“金牌宣讲员”。

本届比赛由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

中共上海市教育卫生工作委员会、上海

市教育委员会指导，上海教育系统网络

文化发展研究中心、上海市大学生理论

宣讲联盟共同主办，复旦大学党委研究

生工作部承办。

实习记者丁超逸 通讯员左宗正

复旦学子获沪高校“微课大赛”决赛一等奖

博学而笃志 切问而近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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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复旦大学委员会主管、主办

日月光华同灿烂，校庆日升旗仪式举行

本 报 讯 5 月 31 日上午 7 时 39 分，谷神星一号遥

十二运载火箭成功发射升空，将“极光星座 01 星、02

星”激光通信试验遥感卫星送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

成 功 。 其 中 ，“ 极 光 星 座 01 星 ”有 一 个 特 别 的 名 字

——复旦信息星，是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下文简称：

信息学院）的冠名星。中国科学院院士、电磁波与遥

感科学专家、信息学院教授金亚秋为之命名。校党委

书记裘新、副校长汪源源及院系、职能部门代表在发

射现场观摩。

2021 年 4 月 8 日，上海市科委为复旦大学上海低轨

卫星工程技术研究中心授牌，主研低轨卫星核心芯片、

新频谱通信和大数据融合，进一步推进产学研融合。

随后，成立上海市低轨卫星通信技术协同创新中心，汇

聚相关方向优势科研力量总计百余人，服务国家重大

战略，立足复旦一流学科基础，开展基础理论和技术应

用人才培养。复旦信息星的发射“只是一个序幕”，信

息学院的下一颗技术试验星正在筹备中。

本报讯 5月27日，是上海解

放75周年纪念日，也是复旦建校

119周年校庆日。百余年复旦熠

熠生辉，与这座城市同向同行。

早上8点，升旗仪式在国旗坪

举行。国旗护卫队迈着铿锵有力

的步伐，列队出旗。国歌声中，全

场师生、校友代表肃立行注目礼，

见证五星红旗冉冉升起。

升旗仪式上，校党委书记

裘新代表学校，向复旦先贤们表

示敬意，向全体师生员工和海内

外校友致以问候，向长期关心支

持学校的各界人士表示感谢。

75年前，在隆隆炮声中，复旦

的党组织带领 199 名党员，团结

4000余名师生员工，将学校完整

交到人民手中。5 月27 日，上海

解放，学校获得新生。自那时起，

一代代复旦人在党的坚强领导下

接续奋斗、艰苦奋斗，为民族复

兴、国家富强、社会进步、人民幸

福作出重要贡献，实现学校几次

历史性腾飞，把学校建设成为新

中国高等教育发展最重要的代表

之一，成为上海的一张“金名片”。

第二个百年的伟大征途进入

最后25年，中国在全面建设社会

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阔步

奋进，复旦也正全力迈向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一流大学前列。新时代、

新使命、新要求，复旦人将高举旗

帜、坚定信念，不负党和人民、不负

英烈先贤、不负伟大时代；立足大

局、服务国家，支撑教育强国、科技

强国、人才强国建设；融入上海、携

手前行，书写大城名校新佳话。

本报记者章佩林
本报记者成钊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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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5月27日，是上海解

放75周年纪念日，也是复旦大学

建校 119 周年纪念日。当天，第

58 届复旦大学校庆科学报告会

举行。来自文社理工医科的五

位学者齐聚一堂，基于各自研究

方向作学术报告并与听众交流。

校庆科学报告会走过了整

整七十年。1954 年 5 月 27 日，

在庆祝复旦大学 49 周年校庆

大会上，陈望道校长首倡科学

讨论会，为推动学术交流、促

进学科交叉、活跃学术空气、

检 阅 科 研 工 作 进 展 营 造 了 良

好氛围。同时，他要求全校师

生每年都在这一天，以发表并

且检查开展科学研究的成就，

作为校庆活动的主要内容。

在第 58 届复旦大学校庆科

学报告会上，中国科学院院士、

校长金力为来自文社理工医科

的五位学学者颁发纪念证书。

中国科学院院士、校长助理、科

学技术研究院院院长彭慧胜主

持报告会。

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

心刘钊教授以《论语》中的名句

开场，带领听众开启一场关于古

文字的遨游。世界经济研究所

万广华教授指出，改革开放以

来，中国经济增速长期保持在两

位数以上，这不仅让中国跃升为

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还成功使数

亿人口摆脱了极端贫困状态。

物理学系陈焱教授以一句康德

的名言拉开报告序幕。信息科

学与工程学院迟楠教授回顾了

通信技术的历史，“通信技术每

一次跨越，都离不开科学家们的

开创性贡献。”生物医学研究院、

附属肿瘤医院徐彦辉研究员以

一张教材中的照片为引，讲述了

沃森和克里克发现DNA双螺旋

结构的实验过程。

实习记者 丁超逸 马语灿

文社理工医学者作校庆科学报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