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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力河西学院跨越式发展助力河西学院跨越式发展

■ 多个校园平台建设实现信息化

十年帮扶见真情，河西学院实现了

从本科教育向开展研究生教育的跨越式

发展。

推动信息化走向全省前列

从上海到张掖，2500多公里，路途要

花一天。

十年里，却有人频繁跋涉于两地之

间——他就是最早参与对口支援河西学

院的复旦人之一、现代物理研究所教授、

时任学校信息化办公室主任宓詠。兼职

河西学院信息技术中心主任的 3 年，宓

詠没有放下复旦的工作，还带领河西学

院的信息化团队建成“校园一卡通”“无

线校园”“智能监控平安校园”等信息化

建设项目，搭建信息化教学支持和服务

平台、教师教学发展平台、教学资源融合

管理平台，吸引各单位前来取经。

卸任之际，宓詠全数捐出河西学院

的报酬，三分之二设立面向河西学院学

生的奖学金、三分之一捐给相辉堂修缮

项目。

共铸学术交流科研平台

走进河西学院图书馆五楼，墙上的

复旦校训“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跃

入眼帘。

这里是贾植芳藏书陈列馆和复旦学

者文库。2014年，复旦为河西学院捐赠

贾植芳藏书、图书馆部分藏书和复旦出

版社新出版图书37000余册，均藏于此。

十年来，复旦 500 多位专家教授来

校学术交流，共举办 200 多场学术报告

会，召开百场工作座谈会。联合组建 8

个学术研究机构和科研平台。

助力师资队伍迈上新台阶

河西学院教育、农业、旅游管理3个

专业设立的专业硕士学位授权点今年正

式招生。这一质的飞跃，与师资队伍建

设水平的提高直接相关。

十年间，河西学院派出22批400多名

教师到复旦进修访学，定向培养博士硕士

教师137人次。2013年，历史文化与旅游

学院柳红波是第一批赴复旦攻读博士学

位的教师。截至目前，他共主持省部级课

题7项。就在今年，他以教务处副处长的

身份回到复旦教务处挂职。十年来，河西

学院选派14批48名中层管理干部在复旦

挂职，举办干部专题研修班4期。

另一重大转折点在 2014 年 12 月。

原张掖医专、张掖市人民医院整体并入

河西学院。复旦从师资培养、专家支教、

学术交流、全科医生培养等方面全力支

持。目前，河西学院已有 9 个医学类本

科专业，医学类本科在校学生四千多人。

服务国家和区域发展战略

远在莫斯科河畔，正在俄罗斯人民友

谊大学攻读硕士学位的王玫郦，依旧时常

忆起在复旦的两年求学时光。这源于复

旦与河西学院于2016年启动的本科生联

合培养项目。截至目前，已有三届共60

多名毕业生，尚有30多名学生在读。

项目开展以来，复旦开放共享通识

教育名师课程9大类189门次，接收4批

共 23 名学生来到复旦大学教育部人类

学重点实验室学习，邀请12名优秀本科

生参加暑期课程提升计划。

黄婕谢鑫 本报记者殷梦昊

对口帮扶结硕果，携手扬帆再起航。

7 月 18 日至 19 日，校党委书记裘新

带队前往云南大理永平县调研，考察复

旦在永平的教育、医疗、科技、消费帮扶

进展，了解二级院系结对乡镇帮扶情

况，慰问挂职干部赵崧捷、高铭远、研究

生支教团成员、援建医疗队员及博士后

医疗团。

7月17至19日，校长、中国科学院院

士金力带队前往河西学院考察调研，参

观对口支援十周年主题成果展。

主动服务国家战略是复旦传统。进

入新时代，复旦全面助力西部发展。

2012 年，与永平结对帮扶；2013 年 6 月，

对口支援河西学院。

裘新表示，复旦要把支持永平高

质量发展作为一项重要政治任务，带

着感情亲情，把永平纳入学校共同体，

相濡以沫。无论乡村发展处于哪个阶

段，无论接力棒传到哪届班子手中，学

校都会一如既往支持永平发展。要坚

持“永平所需，复旦特色所能”，持续创

新，形成具有高校特色的帮扶模式。

帮扶同时也是受教，复旦师生把永平

作为了解真实中国的“大思政课”重要

基地，作为“时代新人铸魂工程”复旦

版的生动案例。复旦人把论文写在祖

国大地上，也让祖国大地滋润复旦人

的心灵。

金力表示，复旦将一如既往对口

支援河西学院，着力于特色学科，精准

推进对口建设任务，重点支持河西学

院文学、史学等学科硕士学位授权点

培育等工作，办好机制化的学术交流

活动，继续推动两校医学院的深度合

作；着重在人才交流上优化机制、提质

增效，支持河西学院培养更多“留得

下、带不走”的本地人才队伍；着手于

联动合作，拓展“对口支援+”品牌辐

射效应，探索深化“复旦+河西学院+

甘肃”的模式，为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做

贡献。继续携手，共谱对口支援系统

发展新篇章，为振兴西部高等教育贡

献力量。

携手复旦团队近5年，阿庆嫂食品有限公司董事长马乐君清

晰记得 2018 年 10 月生命科学学院吕红教授团队第一次来永平

的情景。今天，阿庆嫂公司转型成为永平第一家规模化蔬菜发

酵企业，年产值突破2000万。

“阿庆嫂”的变化“肉眼可见”。从每份酱菜都需要人工手动

称重、打包、抽真空到实现全自动机械化生产，公司实现从传统

手工作坊到现代化企业的转型升级，员工数量在原基础上增加

近 40%，带动当地居民家门口就业。“我们要做可持续的科技帮

扶、管理帮扶和理念帮扶。”吕红介绍，中心设立后，“复旦领先的

科技成果赋能传统发酵产业，通过深度整合云南绿色生态资源，

拓展果蔬精深加工技术，延长产业链，开辟新赛道。”

多项“零突破”，打造“带不走”的医疗队

今年4 月，永平县人民医院遇到一道难题——一个15 岁、体

重 90 公斤的小患者需要剥除卵巢囊肿。操作这样一台手术，在

上海常见，但在永平、甚至在大理州还是第一次。手术主刀医生

之一、复旦大学附属妇产科医院（下文简称：附属妇产科医院）主

治医生陆子阳说，手术持续4小时，完整剥除患者囊肿，术后仅留

有脐孔小切口，有利于伤口愈合。

类似的“首例”还有不少。今年上半年，在附属妇产科医院

援建永平医疗队支持下，永平县人民医院操作 717 例手术，发展

10项新技术、新业务，开展多个大理州“首例”的手术。

第 14 批援建永平医疗队队长张乐表示，要在当地打造一支

“带不走”的高水平医疗队伍，还需实打实推动当地医务人员水

平以及医疗观念的提升。他带领的医疗队共五名成员，帮助县

人民医院制定出标准流程，让每个前来的患者都能得到及时且

专业的诊疗救治。另外，医疗队每周四下午为县医院医生进行

理论授课。遇到典型手术和复杂手术时，医疗队成员上台带教，

确保本地医生能够独立操作。此外，还支持并指导当地医生独

立发表SCI论文。

自定点帮扶永平县以来，9个援建专家工作站“集中落户”永

平，15 批 73 名医疗专家进驻永平开展医疗帮扶。复旦与永平形

成每半年接力一批复旦附属医院医生的机制。

正如陆子阳离开永平的那天在朋友圈中动情写下的，“一年

永平人，一生永平情”。复旦与永平的故事，还在继续……

本报记者 殷梦昊 张菲垭 刘 玥 本报记者 戚心茹摄

从脱贫攻坚到乡村振兴，复旦“校-

院”两级帮扶重心进一步下沉，助力永平

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

二级院系下沉，为厂街乡11
所小学搭建阅读点

云南永平大山深处，坐落着厂街

乡。今年 2 月，计算机学院作为复旦第

二批结对帮扶的二级院系，与厂街乡签

署党建结对备忘录。

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计算机学院

把教育帮扶作为重点，发出“跨越山海

点亮希望”的图书捐赠倡议书。5 月 28

日，志愿者队伍带来3万余本图书、数十

万元教育物资。聚沙成塔，厂街乡11所

小学全部搭建起阅读点。

法学院在水泄乡设立专家工作站，

开展师生“普法、支教、挂职、调研”四位

一体实践。结对不到两年，学院超 1/3

老师投身永平水泄乡一线帮扶。历史学

系党委开展的博南古道文化发掘，促进

当地旅游，也促进了旅游管理专业发

展。环境科学与工程系副系主任安东教

授组织专家团 6 月底赴永平县杉阳镇，

开展决策咨询和污水处理技术指导，同

样双向受益。

继2021年底7个院系党委与永平县

7个乡镇党委结对共建后，今年2月第二

批7个院系党委结对乡镇党委，形成“2+

1”帮扶机制。

以科技为支点，推动产业转
型升级

上海工业菌株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永平果蔬发酵分中心（以下简称“永平分

中心”），7月19日正式落地永平。携手

复旦团队近 5 年，阿庆嫂食品有限公司

董事长马乐君清晰记得 2018 年 10 月生

命科学学院吕红教授团队第一次来永平

的情景。今天，阿庆嫂公司转型成为永

平第一家规模化蔬菜发酵企业，年产值

突破2000万。

“阿庆嫂”的变化“肉眼可见”。从每

份酱菜都需要人工手动称重、打包、抽真

空到实现全自动机械化生产，公司实现

从传统手工作坊到现代化企业的转型升

级，员工数量在原基础上增加近40%。

多项“零突破”，打造“带不
走”的医疗队

今年 4 月，永平县人民医院为一个

15岁、体重90公斤的患者成功剥除卵巢

囊肿。这样一台手术在上海常见，但在

永平、甚至在大理州还是第一次。今年

上半年，在附属妇产科医院援建永平医

疗队支持下，永平县人民医院操作 717

例手术，发展10项新技术、新业务，开展

多个大理州“首例”的手术。

为在当地打造一支“带不走”的高

水平医疗队伍，9 个援建专家工作站

“集中落户”永平，15 批 73 名医疗专家

进驻永平开展医疗帮扶。复旦与永平

形成每半年接力一批复旦附属医院医

生的机制。

正如妇产科医院医疗队队员陆子阳

离开永平的那天在朋友圈中动情写下

的，“一年永平人，一生永平情”。复旦与

永平的故事，还在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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