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11月30日，复旦大学食品

安全工作组召开2022年度工作会议。

副校长汪源源出席会议。会议传达了

各级主管部门有关食品安全工作的政

策法规和文件要求。

总务处、学生工作部、研究生工作

部、医学学生工作部、资产与实验室安

全管理处、保卫处等工作组成员单位，

管理学院、经济学院等相关二级管理

部门负责同志及师生代表共同参会。

来源 /总务处

12 月 2 日，我校电磁波信

息科学教育部重点实验室携手

上海中学实施的“复旦-上中导

师制计划”科研实践项目启动

仪式在江湾校区交叉学科二号

楼举行。依托电磁波信息科学

教育部重点实验室，科研实践

项目将开展联手中学教育的新

尝试，让中学生了解科学研究，

为中国未来科学发展“储人才

备国家之用”。

此前，“复旦大学-上海中

学学术兴趣及素养培育导师制

计划”已实施 8 年，致力为学有

余力、对学术有兴趣的高中生提

供发展平台。

复旦大学校长、中国科学院

院士金力，副校长徐雷，信息科

学与工程学院教授、中国科学院

院士金亚秋，上海中学校长冯志

刚、党委副书记樊新强，电磁波

信息科学教育部重点实验室团

队成员，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相

关负责人及参与科研实践项目

的上海中学学生出席仪式。仪

式上，金亚秋、徐丰等 10 名电磁

波信息科学教育部重点实验室

团队成员受聘为科研实践项目

导师。金力、徐雷、冯志刚、樊新

强为导师颁发聘书。

金力表示，高水平创新人

才的早期培育是现阶段教育领

域的重要课题，基础教育与高

等教育都是培养高水平创新人

才的重要环节，优化衔接势在

必行。近年来，复旦与中学共

同联手打造高水平育人平台，

积极探索创新人才衔接培养，

发挥综合性研究型大学的学科

优势，支持教授走进中学课堂，

带领中学生感受科技前沿，助

力拓宽学生学习视野，引导学

生在探索和尝试中，树立开放

合作的精神、笃行求真的品质

和融合创新的理念。复旦提供

最优质的实验室与师资资源，

上中选派最优秀的学生和带队

教师，双方强强联手，共同瞄准

前沿科学问题，激发学术探索

的兴趣，碰撞出智慧的火花，是

高等教育与基础教育有效衔接

的一种尝试。

2014 年，“复旦大学-上海

中学学术兴趣及素养培育的导

师制计划”（下文简称“导师制计

划”）启动，致力于为促进高中资

优生学术志趣与国家需要匹配

提供一种创新路径，为大中学合

作培育高中资优生学术素养提

供一种实践范例，为推动高中育

人方式变革提供一种大中学合

作育人机制。

8 年来，“导师制计划”实施

了“导师与学生面对面”“通识讲

座”“微课程”“学科面对面”“复

旦学术日”等五个项目，累计开

展 1200 余小时师生面谈、开设

150 余场通识讲座和 41 门微课

程，有 290 名复旦大学教师参与

该计划。

此次全新启动的科研实践

项目为“导师制计划”的第六个

项目。参与项目的电磁波信息科

学教育部重点实验室由金亚秋院

士创立，现任实验室主任为信息

科学与工程学院徐丰教授。依

托良好的电磁信息领域研究基

础，实验室面向国家战略，结合

新工科学科建设，致力建设国际

先进、国内领先的空天电磁信息

科学基础研究实验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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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旦-上中导师制计划”科研实践项目启动

本报讯 12月1日，2022年

度“复旦-长光合作论坛”暨

“复旦-长光合作基金”项目结

题验收会在中国科学院长春光

学精密机械与物理研究所（以

下简称“长光所”）、复旦大学及

线上同步举行。

复旦大学与长光所一直有

着密切的合作往来，2022年为

“复旦-长光合作基金”项目开

展的第五个年度。复旦大学和

长光所的合作成为学校和研究

所合作新机制的成功探索，是

人才资源的高度互补，也是应

用基础研究和工程技术转化的

有效结合。双方共同进行了多

学科的深入交叉融合，拓宽了

创新链，有利于推动双方、行业

乃至国家的发展。复旦大学与

长光所多年的有效合作，充分

发挥了长光所的工程转化力量

与复旦的综合性大学前沿研究

优势，凝练了多支具有新工科

特色的科研攻关团队，已经并

将继续产生一批创新性研究成

果。 文 / 王乐

“复旦-长光合作基金”项目结题

近年来，人工智能（AI）技术

越来越多走进医学领域，智能医

学也成为未来医学发展的一大趋

势。为响应国家大力推动“人工

智能+健康医疗”的号召，12月4

日，2022上海智能医学论坛暨第

五届复旦大学人工智能医学影像

论坛举行。本次论坛由复旦大

学、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共同主

办，复旦大学智能医学研究院

（筹）、中国信通院上海工创中心

承办。

校长、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

院长、中国科学院院士金力，中国

信息通信研究院院长余晓晖，上

海市经济与信息化委员会副主任

张英，中国工程院院士杨胜利，中

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副总工程师王

爱华，上海市重大传染病和生物

安全研究院院长、复旦大学上海

医学院副院长吴凡，复旦大学附

属中山医院副院长顾建英，上海

申康医院发展中心医联工程与信

息化部主任何萍，上海长征医院

放射科主任刘士远等专家学者

“云端”出席论坛。

金力表示，建设智能医学这

一新兴交叉学科是复旦大学面向

健康中国战略布局、推进新医科

发展的重要组成，也是培养适应

未来医学事业发展的高层次人才

的重要部分。期待专家们多加指

导复旦大学智能医学学科的建设

发展，共同推动我国智能医学领

域的高质量发展，助力未来医学

变革，促进上海建设亚洲医学中

心城市和全球科创中心。

余晓晖表示，要坚持创新发

展，打造合作机制，进一步完善智

能医疗技术创新体系，建设一批

面向行业的创新中心、重点实验

室等创新载体。要坚持需求导

向，加强人才培养。要坚持标准

引领，促进产业融合。

张英表示，复旦大学在医学、

药学和人工智能等领域积累了深

厚的学术研究基础和产业转化能

力，相信复旦大学智能医学研究

院将会承担起引领未来医学发展

的重任，突破一批卡脖子关键核

心技术，形成智能医学科技硬实

力的系统性未来布局。

杨胜利作为本次论坛的开场

报告嘉宾，分享了《数字医疗》报

告，探讨了数字医学和数字生物

学的现状及未来发展趋势，以及

数字中医等挑战性的问题。

吴凡作了题为《数字化赋能

疾病预防控制》的报告，分享了数

字疾控信息化数字化的一些应

用，包括在疫苗全程溯源，传染病

监测、慢病全生命周期管理以及

大气环境污染、5G+AI技术融合

等多方面应用。她表示，推动构

建全流程智能化的防控体系，省

时省力提高效率。顾建英表示，

近几年在国家大力推动下，医院

人工智能数字化转型在中山医院

已经有了很多应用，并且中山医

院具备了一些研究基础。她希望

未来智慧医院的建设，包括中山

医院实施的国家医学中心建设，

能围绕“产、学、研、用”四个方面，

一起来推进人工智能在医学领域

的应用。何萍着重介绍了基于人

工智能医疗大数据训练设施的使

用和建设。她表示，目前人工智

能精准医学检验包括图像互认工

作，已经全面推广到上海600家医

疗机构，极大地提高了医院工作

的效率、减轻了群众就医的负担。

本次大会主论坛分别由复旦

大学上海医学院副院长朱同玉、复

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放射诊断科

教授张志勇、复旦大学智能医学研

究院（筹）常务副院长刘雷主持。

本次论坛还设置“智能医学新

技术”“智能药学”“医学影像人工

智能”3个分论坛。智能医学作为

人工智能的重大场景，集众智、拓

应用、促创新，有助于推进人工智

能与医学的深度融合发展，打造世

界级智能医学产业集群。多位专

家教授从各自的研究方向出发，对

国内外人工智能在医学领域取得

的新进展和临床应用经验等内容

进行了深度的交流与分享。

来源 /智能医学研究院（筹）

2022上海智能医学论坛暨第五届复旦大学人工智能医学影像论坛举行

共探人工智能在医学领域研究现状及未来趋势

2022 上海智能医学论坛暨第五届复旦大学人工智
能医学影像论坛以“智能医学，融合创新”为主题，人工
智能与信息技术、生命科学等领域主管部门和高校、医
疗卫生机构的专家学者相聚云端，围绕国家人工智能
发展战略，共探人工智能技术在医学领域的研究现状
及未来趋势。

我校召开食品安全
2022年度工作会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