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金力、龚新高当选第十四届全国人大代表

在今年 1 月召开的上海“两

会”上，来自复旦大学的8位市人

大代表、18位市政协委员出席会

议。围绕上海发展大事大计、人

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他们积极

参政议政、建言献策。

焦扬：强化教育科技人才支

撑，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

“高校肩负着推动科技驱动

发展、人才强国、教育强国的使

命，复旦大学正以‘大人才战略

’，着力强化教育科技人才支撑，

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上海

市人大代表、复旦大学党委书记

焦扬说，复旦将人才工作摆在发

展的战略性、基础性地位，党政

齐心，全校形成合力，制定了一

系列配套的人才计划，既有党委

综合的关于做好新时代人才工

作的指导意见，也有战略人才引

进工作政策、战略人才培育工作

政策，还有向基层下放资源、调

动各级人才工作积极性的“资源

包政策”，希望对人才既引又育、

引育结合，让在复旦校园每一个

人都能人尽其才，才尽其用。

焦扬表示，当前，对标国际

科技创新中心建设，上海初步形

成了以集成电路、生物医药、人

工智能三大先导产业为引领、六

大重点产业为支撑的新型产业

体系。近三年，学校在三大先导

产业领域引进各类高层次人才

200 余名，获得各类国家级人才

计划支持 110 余名，再创历史新

高。同时，加快推进三大先导产

业领衔任务，在集成电路领域，

推进集成芯片与系统全国重点

实验室、国家集成电路制造业创

新中心、国家集成电路产教融合

创新平台、新一代集成电路技术

集成攻关大平台建设；在人工智

能领域，持续实施“脑与类脑智

能基础转化应用研究”市级科技

重大专项研究和人工智能前沿

基础理论市级科技重大专项研

究，加快推进上海应用数学中心

建设，类脑芯片与片上智能系

统、大数据试验场研发与转化功

能型平台建设；在生物医药领

域，系统生物学研究设施列入

“十四五”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

施规划储备项目，推进“国际人

类表型组计划”市级科技重大专

项研究，实质推动“人类表型

组”国际大科学计划等。此外，

学校还建成了张江复旦国际创

新中心和青浦复旦国际融合创

新中心，构建创新人才集聚和培

养高地，承接上海打造国际科创

中心和集成电路、人工智能、生

物医药三大产业创新高地的重

点任务。

赵东元：个性化、兴趣化培

养才是真正的教育。

“从目前来看，教育的财政

投入、师资力量、环境等与国际

先进城市相比，还有较大差距。”

上海市人大代表、中国科学院院

士、复旦大学化学与材料学院院

长赵东元认为，师资力量包括教

师质量与师生比，尤其是小学教

育，要给孩子们营造出个性化发

展的环境，最好是一个老师对十

几个学生，这样才能更好地培养

孩子们的兴趣，为今后发展打下

良好的基础。

创新，是一座城市兴旺发达

的不竭动力。赵东元表示，发展

愿景已绘就，前行之路上还有不

少挑战需要克服。

钱军：健全科技金融支持体

系，助力上海国际科创中心建设。

围绕如何健全科技金融支

持体系问题，上海市政协常务委

员、复旦大学泛海国际金融学院

执行院长钱军介绍，统计数据显

示，上海高水平科研成果、海外

人才吸引力等领域排在国内前

列，但科创企业活力不足，尤其

是缺少全球和全国的领军科创

企业。他建议，首先，发挥风险

投资机构对早期科创企业的支

持作用。其次，发挥国资创投基

金对科创型中小企业的支持作

用。第三，发挥资本市场对科创

企业的长期支持作用。

田梅：牵头推动国际大科学

计划，打造更具全球竞争力的创

新生态。

上海市政协委员、复旦大学

人类表型组研究院执行院长田

梅建议，以人类表型组研究为契

机，打造科学示范生态，试点完

善科技创新微生态。推动人类

表型组研究就是推动跨领域交

叉的“大科学”，按照“确保引领、

抢先收获”的总体思路，以“创新

策源”和“示范推广”为两条主

线，加强建设具有国际影响力表

型组相关工作，提出上海经验、

上海方案。同时，她建议盘活上

海都市圈海归人才内循环。

陆帅：优化本市居住区高大乔

木布局，让上海更美丽、更亲民。

上海市政协委员、复旦大学

数学科学学院教授陆帅注意到，

在上海市居住区高大乔木的布

局方面，存在着不尽如人意的地

方，出现了由于树形增长过大过

快、枝叶生长过密的情形，直接

影响了居民居住房屋安全。他

建议，首先，针对本市居住区高

大乔木布局不当的问题，做到民

有所呼，我有所应。其次，抓住

季节及时调整居民居住区的树

木布局。第三，市有关职能部门

今后要对居住区绿化设计中高

大乔木布局作审核把关，对基层

绿化实施方案及时提出指导意

见。第四，优选长寿树种、抗病

虫害树种。

陈新：构建失能老人康复服

务体系，挽救传统上海早点。

上海市政协委员、复旦大学

高分子科学系教授陈新对于民

生问题尤为关注，在会上提交了

两份相关提案。第一份提案关

于养老，他与多名委员联名提案

《关于构建15分钟生活圈内社区

失 能 老 人 康 复 服 务 体 系 的 建

议》。第二份提案则关于早点，

陈新等10名委员联名提案，呼吁

保护和挽救传统上海早点。

本报讯 1月14日，上海市十

六届人大一次会议举行第三次全

体会议，代表们以无记名投票方

式，选举产生了57名十四届全国

人大代表。复旦大学校长金力、

物理学系教授龚新高当选为第十

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1 月 17 日，政协第十三届全

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五

次会议通过产生了中国人民政

治协商会议第十四届全国委员

会委员名单。复旦大学数学科

学学院教授郭坤宇、上海医学院

副院长朱同玉、附属华山医院感

染科主任张文宏、附属妇产科医

院院长徐丛剑、上海医学院副院

长吴凡、附属中山医院心内科主

任葛均波等六人担任中国人民

政治协商会议第十四届全国委

员会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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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两会”上，复旦人聚焦教育、人才、科创

郭坤宇等六人担任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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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日前，复旦大学2022
年度校务委员会会议在光华楼以
线上线下相结合的形式举行。校
党委书记、校务委员会主任焦扬主
持会议并讲话。校长、校务委员会
副主任金力通报“第一个复旦”建
设开展情况。校党委常务副书记
周亚明通报学校人才工作的新政
策。12位校务委员先后围绕如何
加快建设“第一个复旦”，结合实际
工作从学校整体战略、学科建设、
人才强校、人才培养等不同角度展
开交流讨论、提出意见建议。

焦扬表示，校务委员会要充分
发挥委员咨政建言作用，为学校发
展建设把脉问诊开良方，多建务实
之言，多出管用之策；要努力为委
员履职尽责创造更好条件，畅通委
员与校领导班子、职能部门的联
系，为委员建言献策广开渠道，营
造良好氛围。

金力表示，过去一年通过在全
校范围内组织开展“第一个复旦”
建设系列研讨，为更好地贯彻党的
教育方针和中央决策部署、落实立
德树人根本任务、推动新一轮“双
一流”建设、加快实现高质量发展
凝聚和奠定了思想基础。

文 /殷梦昊

校务委员会年度会议
建言“第一个复旦”建设

本报讯 2月3日，复旦大学宁
波研究院十周年发展大会在宁波
前湾新区举行。中国科学院院士、
复旦大学校长金力，常务副校长许
征，宁波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华
伟初出席大会。

为深度对接国家战略，加快重
大科技成果产业化和支撑战略性
新兴产业发展步伐，2013年初，复
旦大学与宁波市人民政府签署全
面战略合作协议，共建复旦大学宁
波研究院。十年来，研究院始终坚
持“打造长三角科技协同创新研发
和成果转化示范平台”的美好初
心，逐步成长为宁波市、浙江省科
技研发与成果转化的重要平台，也
是复旦大学服务国家与地方、开展
政产学研合作的主力平台。

来源/宁波研究院、校外合作处

复旦大学宁波研究院
十周年发展大会举行

本报讯 日前，复旦大学地方
合作机构2022年度述职交流会在
邯郸校区逸夫科技楼举行。校长
金力、常务副校长许征出席会议。

会议总结回顾了学校地方合
作机构2022年度发展建设情况，
提出了2023年重点发展方向。6
家机构重点介绍各自在科技创
新、成果转化、平台建设、人才引
育等方面特色经验做法，其他机
构结合年度工作情况作报告。述
职交流会后，还举行了“学习贯彻
党的二十大精神，推动地方合作
机构高质量发展”专题调研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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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合作机构作述职交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