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扣时代脉搏，弘学术精神，

拓学科内涵，树文化自信。时值

复旦大学建校116周年之际，5月

25日，复旦大学第55届科学报告

会举行，校庆学术文化周开幕。

中国科学院院士、常务副校

长、上海医学院院长金力出席报

告会并致辞。哲学学院教授吴晓

明、经济学院教授张晖明、数学科

学学院教授林伟、微电子学院教

授曾璇、生物医学研究院教授徐

彦辉分别作为文、社、理、工、医各

学科代表，先后以《中国学术的自

我主张》《作为国家文化软实力重

要组成部分的经济理论与中国经

济学人的国家使命》《数学助力人

工智能》《博学笃志求索中国芯》

《探索基因表达的启动过程》为题

发表主题演讲，结合国家社会发

展与人类文明进步需求，解析学

科前沿，分享治学心得，并与现场

师生交流。

金力在致辞中指出，校庆期

间举行科学报告会是复旦大学的

优良传统，也是学校弘扬科学精

神、鼓励科研创新的具体举措。

办好科学报告会，要大力培育和

弘扬科学精神，与推进校风学风

与师德师风紧密结合，着眼于培

养具有科学精神、国家民族使命

担当、掌握未来、敢争第一的复旦

人。他强调，要继承和发扬校庆

科学报告会的优良传统，立足新

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大力

弘扬科学精神，构筑高水平研究

型大学格局，推进科技创新策源

高地建设，为实现第二个百年奋

斗目标不断贡献复旦力量。

校庆科学报告会每年邀请

来自各学科的学者分享前沿成

果和治学感悟。弘扬学校学术

传统与文化传承，彰显复旦学者

立足前沿、服务国家的志向和情

怀，激发广大师生投身学术、服

务社会的热情，引领更多青年学

子肩负历史使命，坚定前进信

心，立大志、明大德、成大才、担

大任，努力成为堪当民族复兴重

任的时代新人。

据统计，今年校庆期间，全

校各单位共将举办164场讲座活

动，976 位学者将进行各类讲座

报告，共同点亮 116 周年校庆的

学术星空。 文/李沁园刘浩然

164场讲座活动、976位学者报告，点亮校庆学术星空

第55届科学报告会暨校庆学术文化周举行

1905 到 2021，复旦已走
过 116 个春秋。校庆科学报
告会至今已经有 67 年的历史。

1954年校庆前夕，时任校
长陈望道提出，校庆种种活动
应以促进科学研究为中心。当
年的校庆举行了首届科学讨论
会，在校庆期间举办科学报告
会从此成为学校的传统。到
2010年校庆 105 周年之际，科

学报告会发展成校庆学术文化
周这一学术盛事。

深水静流，润物无声。在每
一个演讲台上，一个个朴实无华、
掷地有声的观点在激烈地碰撞，
复旦，有着海纳百川的胸襟。学
术为本、文化为魂，学术文化周成
为品牌活动，成为彰显学校严谨
治学，促进各学科学术交流，提升
复旦文化影响力的重要平台。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明确
提出：要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
量，激发人才创新活力，完善科
技创新体制机制。在迈向中国
特色世界一流大学的征途中，
努力提升科研原始创新能力，
构建一流的学术研究体系，产
生一流学术成果和培养一流人
才，是每个复旦人在新时代的
使命。 文/傅 萱

传承与创新
徐彦辉

介绍结构生

物学，“细胞

世界异彩纷

呈。我们身

体中有各种

不同类型的细胞，它们的蛋白质

表达情况不同。整个基因表达调

控也是细胞命运从胚胎发育成为

成体的整个过程，这是最核心的，

也是动态变化的，基因表达异常

也会直接造成疾病。”从去年年初

至今，他带领团队在《科学》发表

了4篇长文，揭示了转录起始的基

本机制，一部分成果颠覆了经典

教科书上对启动子识别的传统看

法，也为调控和干预疾病的异常

基因表达研究提供了理论参考。

张晖明强调经济学理论在

“软实力”构建中具有特殊地位，

“进一步推进经济理论的创新，中

国经济学人有义不容辞的学术责

任”。他分享了思考：思想理论向

度上，需要处理好一系列经济发

展因素之间的关系；学术实践向

度上，真正读懂中国、读懂世界，

读懂中国与世界的互动机制，要

有深刻的透

析能力；成果

表现向度上，

开拓深刻表

现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发

展道路的实践经验、揭示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发展规律的“系统性

学说”，增强与世界对话的能力。

曾璇回顾了复旦集成电路学

科史以及老一辈科学家的指引。

“我所在的实验室有着光荣传统，

从黄昆院士和谢希德院士开创半

导体物理学科，到唐璞山先生创

办CAD实验室……”结合集成电

路的发展历程，她介绍了所在团

队的工作和成果。“未来，人工智

能的发展将推动新的技术，为我

们国家集成

电路建立自

主知识产权

的工具体系。

这是我们的

使命、责任和

担当。”她希望更多年轻的老师和

同学加入队伍，为国家在集成电

路领域的繁荣发展做出贡献。

吴 晓 明
指出唯物史观

在构建中国特

色哲学社会科

学过程当中的

引领意义，就

在于特别强调哲学社会科学要深

入社会现实。“一种学术真正的成

熟总意味着它要在特定阶段摆脱

‘学徒状态’并且开始获得自我主

张。”“当今中国的学术，特别是构

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并不

是仅有一点中国色彩、中国元素，

而是指获得了自我主张的哲学社

会科学，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具有

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

因为只有这样的哲学社会科学能

够立足于自身之上。”

林伟从

“数学”和“人

工 智 能 ”讲

起，从“面向

数据的新型

智能算法的

开发”“新型机器学习框架与理论

的发展”“仿人智能和群体智能的

实现”三个方面解析了人工智能

的发展方向。相关领域的研究大

有可为，他更强调了人才培养的

工作。“充分发挥文、社、理、工、医

五轮驱动，对标国家人工智能规

划，瞄准基础理论体系和关键技

术体系，我们建立了人工智能和

智能科学与技术两个本科生专

业，相信将对于人工智能学科和

整个领域的推进起到关键作用。”

新一届校务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召开
复旦大学新一届校务委员会

第一次会议5月25日下午在邯郸

校区光华楼举行。校党委书记、校

务委员会主任焦扬出席会议并讲

话。校务委员会副主任桂永浩主

持会议。新一届校务委员会委员

出席会议。

桂永浩宣读新一届校务委员

会委员名单，焦扬为委员颁发聘

书。会议审议通过了《复旦大学校

务委员会工作规程》和校务委员会

秘书处秘书长、副秘书长人选。

会议听取了《复旦大学第十四

个五年规划（草案）》编制情况和主

要内容的介绍。委员们围绕规划

草案，结合自身工作实际，聚焦学

科交叉融合、高层次人才培养、医

学教育体制改革、“十四五”核心指

标体系、校园基本建设等方面进行

了交流讨论，积极建言献策。

焦扬简要通报了2021年全校

重点工作，并在总结讲话时指出，

校务委员会是学校重大事务的咨

询和审议机构，是学校加强民主管

理、推进科学决策的重要制度。70

多年来，校务委员会始终是学校治

理结构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进入

新时代，加强和改进校务委员会建

设，是推进中国特色现代大学制度

建设、健全学校内部治理结构的重

要内容，是提高学校治理能力和水

平、推动学校事业科学发展的重要

手段。

焦扬强调，本届校务委员会要

坚定方向，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党的

领导，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围

绕中心开展工作；要当好参谋，做

好学校工作的“智囊团”和“思想

库”，助力学校中国特色世界顶尖

大学建设；要架好桥梁，充分发挥

师生纽带作用，团结凝聚更广泛力

量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加快

“双一流”建设，为推动学校高质量

发展和民主治校、依法治校提供强

大支撑；要建好机制，围绕关系学

校全局和长远利益的重大问题、重

要事项，进一步完善沟通交流机

制、规范建议落实机制，推动校务

委员会工作与时俱进、创新发展。

学校第十五次党代会后，校

党委根据《复旦大学章程》等规

定，先后完成了校务委员会章程

修订和换届工作。新一届校务

委员会现有委员34人，焦扬任校

务委员会主任，许宁生、桂永浩

任校务委员会副主任，钱海红担

任秘书长。校务委员会秘书处

设在学校办公室。

文/王莹莹殷梦昊 摄/成 钊

庆祝建校116周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