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复旦大学相辉研究院是

复旦大学与上海市共同建设共同支持

的第一家承接上海高校基础研究高地

建设的新型机构，致力于为优秀人才

深耕基础研究潜心治学构建最佳的创

新生态、最好的发展支持。现面向全

球招聘相辉学者，热烈期盼世界一流

学者加盟，专注探索人类未达之境，持

续解决基础学科重大难题、不断拓展

人类认知边界。

相辉研究院遵循“选人选题并重，

选人是基础，选题是关键”的选才导

向，在数学、物理、化学、生物、基础医

学、大气海洋等基础研究领域设置相

辉学者、相辉青年学者等两类学术岗

位。在享有复旦大学战略人才引进的

服务保障政策基础上，相辉研究院将

统筹增量资源，为相辉学者提供最好

的发展支持与保障。

欢迎广大才俊加盟复旦大学相辉

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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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招聘相辉学者，期盼世界一流学者加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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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月4日上午，在人民城市

理念提出五周年之际，复旦-杨

浦“人民城市”大思政课整体试

验区建设推进大会在上海人民

城市实践展示馆举行。复旦大

学党委书记裘新、市教卫工作党

委书记沈炜、杨浦区区委书记薛

侃、副区长王浩出席推进会，杨

浦区委副书记、区委教育工作领

导小组组长周嵘主持。

会上发布《“人民城市·大

思 政 课 ”整 体 试 验 区 行 动 方

案》，依托市委宣传部人民城市

研究中心，复旦大学与杨浦区

共建“大思政课”建设整体试验

区，着力构建大学引领、区域联

动、学段贯通、大中小学一体的

“人民城市 ·大思政课”标杆

区。建立课上课下协同、校内

校外一体、线上线下融合的“大

思政课”综合体系，让广大青少

年学生在学习践行人民城市理

念中更深理解领悟党的创新理

论；在切身感受人民城市建设

成就中更加坚定“四个自信”；

在熟悉了解区情民情中更好树

立报国强国志向。

复旦-杨浦“人民城市·大思

政课”联合教研室揭牌。“人民城

市·大思政课”教育资源联盟成

立，成员包括中国共产党第一次

全国代表大会纪念馆、上海市人

民城市实践展示馆、复旦大学发

展研究院等40余家单位。

裘新表示，在习近平总书

记提出“人民城市”重要理念五

周年之际，复旦大学与杨浦区

牵头协同各方力量，围绕“人民

城市”主题建设大思政课整体

试验区，具有特别的意义。杨

浦区是“人民城市”重要理念首

提地，是复旦师生服务强国建

设、服务上海发展的起点。复

旦大学党委、杨浦区委抓住契

机，率先推进人民城市理念进

课堂、进教材、进育人场景、进

师生头脑，为构筑立德树人新

格局、推进大中小学思政课一

体化改革创新贡献力量。

沈炜指出，复旦大学和杨浦

区联合建设的“大思政课”整体

试验区彰显了双方在践行人民

城市理念、推进“大思政课”建设

方面的高度政治自觉和强烈使

命担当。期待复旦大学和杨浦

区能够继续深化人民城市“大思

政课”整体试验区的建设，为思

政课的改革创新提供更多经验。

薛侃表示，杨浦将坚持把

思政课建设摆上重要议程，深

化人民城市理念的研究阐释，

强化“大思政课”的理论引领

力；结合人民城市建设实践打

造“行走的课堂”，提高“大思政

课”的现实感染力；发动更多人

民城市建设者参与协同育人，

汇聚“大思政课”建设的强大合

力，为全市“大思政课”创新实

践贡献更多杨浦经验和方案。

本报记者 李怡洁

复旦杨浦牵头共建“人民城市”大思政课

11月4日下午，由中共上海

市委宣传部、复旦大学共同主办

的2024年度“新时代的中国”国情

教育系列讲座第一讲，在复旦大

学新闻学院蔡冠深报告厅举行。

本场讲座邀请复旦大学党

委书记裘新教授主讲，讲座题目

为“关于建设习近平文化思想最

佳实践地的若干思考”。复旦大

学党委常委、宣传部部长方明主

持讲座。上海 6 所高校学生及

16 个区融媒体中心采编人员

“线下+线上”共5000人次听课，

热度达1.6万

把握源流，领会要义

2023 年 10 月，全国宣传思

想文化工作会议首次提出并阐

释了习近平文化思想。习近平

总书记强调，文化建设要坚定文

化自信，秉持开放包容，坚持守

正创新，对宣传思想文化工作提

出“七个着力”重大要求。

裘新带领现场师生一起温习

习近平文化思想，并谈了自己的

学习体会。他认为要从马克思主

义文化理论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的结合、中国共产党人文化实践

的结晶两个方面出发，把握习近

平文化思想的思想源流。同时结

合新时代的新发展，领会核心要

义，做到常学常新、常悟常进。

建设上海最佳实践地

目前，各地正加快提升公共

文化服务整体水平，“最典型的

就是上海。”今年初，上海市委系

统部署实施9大行动、30项重点

工程，提出了建设习近平文化思

想最佳实践地的施工图。

“新闻舆论工作肩负着引领

社会风气、影响舆论导向、凝聚

党心民心的重要职责。”裘新强

调，必须坚持正确方向、创新方

法手段。以“上海发布”政务号

为例，裘新认为信息权威及时、

服务全面便捷、形式多样暖心，

是其取得良好成效的主要原因。

打造新时代“高校样本”

城市孕育了大学，大学滋养

了城市，大学文化是上海城市文化

的重要组成。裘新指出，复旦大学

正在着力打造文化自信自强的“高

校样本”，建设铸魂育人、思想理论

和文化交流三个示范高地。2023

年秋学期起，复旦推出“文化校历”

品牌，教学校历与文化校历、育人

与铸魂，同等重要、相辅相成。明

年，复旦大学将迎来120周年校

庆，将全新打造历史文化功能区，

挖掘复旦精神溯源地。

今年是习近平文化思想提

出一周年，也是人民城市理念提

出五周年。裘新勉励同学们坚

定理想信念、坚信中国道路、坚

守真理正道、坚持文化自信，更

好认识新时代宣传思想文化工

作，为践行新的文化使命贡献更

大力量。 实习记者丁超逸

践行习近平文化思想，国情教育讲座开讲

本报讯 11月6日下午，复旦

大学成立交叉研究发展中心、基

础研究发展中心、应用技术发展

中心、先进技术发展中心共四个

校级科研发展中心，旨在通过邀

请一批活跃的中青年优秀科学家

作为专家参与学校科研管理、统

筹谋划，在学校科研管理服务工

作中充分发挥科学家的学术支撑

作用。

“成立科研发展中心，并不只

是请科学家参与管理，更重要的

是，希望中心每一位成员把握这

个机会，成长为战略型人才。”复

旦大学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金

力在科研发展中心成立仪式上

说。现场，他为中心成员颁发聘

书，中国科学院院士、校党委常

委、校长助理兼科研院院长彭慧

胜主持仪式。首批成员的聘书内

页使用复旦科技复活的开化纸，

寓意复旦科研发展开花结果。

本报记者殷梦昊
实习记者蒋子怡

校 级 科 研 发 展 中 心 培 养 战 略 人 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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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ture有了新突破
11月7日，复旦大学马余刚院士团队和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

贾江涌教授团队合作在RHIC-STAR国际合作组首次基于高能重离子
碰撞方法成像原子核结构并取得重要突破，相关研究成果发表于《自
然》（Nature）主刊。 ▶▶▶ 详见第5版

Science刊发两大成果
11月8日，复旦大学基础医学院、脑科学研究院刘星教授、马兰

教授合作研究成果发表于《科学》（Science）杂志。同日，复旦公共卫
生学院余宏杰教授团队与合作团队研究成果一同登上《科学》
（Science）杂志。 ▶▶▶ 详见第5版

《陈灏珠》大师剧上演
11月6日，是我国著名心血管病专家、医学教育家陈灏珠的百年

诞辰。致敬前辈，传承精神，用一场大师剧为其庆生，《陈灏珠》在中山
医院福庆厅正式首演。 ▶▶▶ 详见第4版

复旦泰州携手合作
泰州与复旦大学深化政产学研合作。11月6日，“泰州日”走进复

旦大学系列活动举办，包括城市推介会、专场招聘会、产学研对接会、
学子见面会等子活动。 ▶▶▶ 详见第2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