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3月29日下午，复

旦大学 2024 届毕业生春季综

合招聘会在北区体育馆举行。

本场招聘会参会单位近 300

家，涵盖文化教育、生物医药、

电子信息、能源、金融等行业，

吸引了众多复旦学子参与。

不少单位展位前，前来咨

询的同学排成了小队，招聘人

员手边也摞起了一叠简历。

招聘会现场也有许多非应届

毕业生前来了解市场需求，为

求职就业做好准备工作。

现场还邀请杨浦区就促中

心提供简历“门诊”服务，邀请

上海市人社局咨询和服务中心

提供劳动保障相关政策咨询。

自去年秋招以来，学校就业中

心已组织举办491场招聘宣讲

活动，为同学们就业保驾护航。

本报记者 章佩林
本报记者 成钊摄

复旦学子与用人单位的一场“双向奔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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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校史馆文物档案资料征集涵盖四个方面
本报讯 根据“校史文物档

案资料征集启事”，新校史馆向

全体师生员工、海内外校友及

所有关心支持复旦的社会各界

人 士 征 集 的 校 史 文 物 档 案 资

料，涵盖以下四个方面：

校史文物档案资料。主要

是学校发展历程中形成的蕴含

纪念意义、具有保存、研究、展

览价值的各类文字、音像、实物

等原始资料，包括：学校重要活

动、重要工作、重要事件、重要

人物来访等相关资料；体现学

校 优 良 传 统 和 校 风 学 风 的 教

案、教材、教具、讲义、仪器、模

型、试卷、作业、实验实习报告、

图片及其他学习工作用品等；

有代表性的校标、校徽、纪念

章、入学通知书、学生证、毕业

文凭、工作证、票据、画册等实

物；校园历史照片、早期的校

庆、系庆资料等。

人物档案资料。主要是有

突出贡献的学校各级领导、专

家学者、知名人士、杰出校友在

教学、科研等活动中形成的档

案资料，包括：生平的传记、日

记、履历、书信、他人撰写的回

忆文章及宣传报道材料；著作、

教材、讲义、学术论文以及笔

记、手稿等；证件、证书、奖状、

奖章、聘书、任命书等；照片（含

底片）、音像资料等；有保存价

值的工作及生活用品、礼品等；

重要纪念活动形成的材料；其

他有保存价值的材料。

校园生活档案资料。主要

是反映校园生活或承载复旦记

忆的实物、音像资料、文献等。

其他珍贵档案。主要是著

名人士的题词及书法、绘画作

品等。

此 次 校 史 文 物 档 案 资 料

征集的方法，包括：凡经审核

征 集 入 藏 校 史 馆 、档 案 馆 的

文 物 档 案 资 料 ，物 权 均 归 学

校 所 有 ，捐 赠 者 对 其 档 案 享

有 优 先 利 用 权 ，并 有 权 提 出

是 否 公 布 和 开 放 意 见 ，对 于

涉 及 知 识 产 权 的 档 案 资 料 ，

学 校 按 国 家 有 关 法 规 予 以 保

护；获赠文物档案资料时，档

案 馆 代 表 学 校 与 捐 赠 单 位 或

个 人 办 理 相 关 手 续 ，并 向 捐

赠 者 颁 发 捐 赠 证 书 ；不 便 捐

赠 实 物 者 ，可 向 学 校 提 供 复

制 件 或 扫 描 电 子 文 件 ，数 字

化 图 片 可 采 用 JPG 或 TIFF 格

式，像素需在 300DPI 以上。

来源：档案馆

推动中哈教育合作

本报讯 3月28日下午，哈萨
克斯坦驻沪总领事拉合莫夫·拉合
穆江到访复旦，校长金力会见总领
事一行，副校长陈志敏参加会见。

拉合莫夫·拉合穆江表示，自
哈中两国建交以来，双方形成了以
互信互惠为基础的永久全面战略
伙伴关系。复旦拥有优质的教育
资源，与哈萨克斯坦高校始终保持
着友好往来与科研合作，领事馆方
面将继续发挥桥梁作用，进一步推
动双方在教育领域的交流合作。

金力表示，复旦十分重视与
哈方的友好合作，复旦张江研究
院与哈萨克斯坦阿尔法拉比国立
大学在跨境技术转移和成果转化
方面已建立了多年合作，去年复
旦还与哈萨克斯坦国立大学签订
了合作谅解备忘录。此外，来自
哈萨克斯坦的科学家也深度参与
了复旦联合国内科学家发起成立
的国际人类表型组项目。希望双
方进一步增进了解、深化更多领
域的互惠合作。

哈萨克斯坦驻沪总领事馆
和复旦相关部门代表参加会见。

本报记者汪蒙琪

新一届教指委成立

本报讯 3 月 28 日下午，
2024-2028年复旦大学教学指
导委员会（以下简称“教指委”）
成立。

徐雷受聘为新一届教指委主
任委员。本届教指委设人文学
科、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工程与
技术科学、医学科学、交叉科学、
思政教育与课程思政、教育教学
改革与专业建设8个分委员会，
陈引驰、陈诗一、周鸣飞、杨珉、汪
玲、王国豫、董雅华、蒋最敏分别
任8个分委员会主任委员。薛磊
受聘为新一届教指委秘书长。

金力希望新一届教指委当好
解决教育科技人才综合改革问题
的“智囊团”、开展学校“教育教
学质量年”行动的“指导组”、落
实教育教学改革重点举措的“推
动队”。 本报记者章佩林

总结表彰文科科研

本报讯 3月 26日下午，复
旦大学文科科研年度表彰大会在
谢希德报告厅举行。副校长陈志
敏出席并讲话，文科科研处处长
顾东辉作文科科研管理2023年
度工作总结。会议表彰了2023
年度文科科研管理优秀个人、团
队、单位和上海市第十六届哲学
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获奖教师。

陈志敏表示,推动哲学社会科
学高质量发展，首先要在中国自主
知识体系构建和咨政服务能力提
升上做出复旦文科的重要贡献。
同时，“高质量发展”也要求发掘哲
学社会科学的“新质生产力”，推动
形成跨学科的开放融合创新生态。

全校文科各二级单位分管
领导、科研秘书、获奖教师代表
等出席会议。 文 / 陈俊超

3月29日上午，由中国记协、

全国三教办举办的“新时代·好

记者”全国巡讲活动在复旦大学

举行，这也是本次全国巡讲上海

站高校行的首场活动。中国记

协党组书记、副主席刘思扬出

席，复旦大学党委副书记钱海红

主持报告会。

全媒体时代，如何让报道更

打动人心？这是人民日报社记

者左潇一直在思考的问题。他

主要从事新媒体采编报道。左

潇和团队走遍大江南北，记录流

动的时光、行进的中国，具象化

展现国家发展和个人命运的紧

密相连。“新媒体报道是有温度

的，要让有意思的事情更有意

义。”他说。

从业30余年，“从人民中来，

到人民中去”是山西广播电视台

记者陈湘不变的初心。她始终

牢记自己的新闻引路人张敬民

的教诲，“记者脚不沾泥土，就立

不起身。”深入报道盲校儿童，组

织录制上百万字有声教辅材料，

她 用 行 动 为 记 者 使 命 做 出 注

脚。“记者应当用爱发声，让作品

生出永不退却的温度。”她说。

从事蹲点报道，需要在每个

一瞬间里找“钥匙”，这是连续三

次获评中国新闻奖一等奖的浙江

广播电视集团记者杨川源从业多

年的重要体会。“好记者要通过好

作品打动人，真实是好作品的核

心。”在她看来，只有“蹲”下去，才

能看到火热的时代，看到深刻的

精彩；抓瞬间，是新时代成为一名

好记者的“赶考”。“深蹲”才能发

现一瞬间，才能做好蹲点报道、系

列报道，反映群众真实的需求、真

实的样子。

自称是“喜欢奔跑的人”，今年

56岁的光明日报社记者常河长期

奔走在教育一线，关注教师群体。

他分享了96岁乡村教师叶连平的

故事——默默坚守数十年，润物无

声，大爱无言，燃烧自己，照亮了留

守儿童的灯。常河认为，报道榜样

的意义，在于用一束光照亮另一束

光，进而影响整个社会。

“ 因 为 热 爱 ，所 以 不 畏 艰

辛。”这是《中国新闻出版广电

报》记者赵新乐采访多位优秀新

闻记者之后，最真切的感受。刚

入行时，一位在西藏当了23年记

者的前辈，向她分享了自己在雪

域高原的采写经历，让她对这个

职业有了更深的理解。她说，记

者不仅仅可以策马奔腾，也可以

成为别人生命里的一束光，照亮

他人、温暖世界。一名好记者要

能讲好平凡的故事，让更多普通

人的故事被听见、被记录。

江西广播电视台记者吴萍

用洋溪村80多年不灭的灯光、等

候75年的军嫂和疫情一线“逆行

者”三个故事来诠释“信仰的力

量”。她认为，记者的初心使命

就是记录真实，传递力量，通过

报道真相去凝聚社会力量。

青年是标志时代的最灵敏

的晴雨表。新华社打造的全球

化青年品牌“新青年”，以“忠于

热爱”为理念，邀请各领域青年

讲述新时代的青年故事。新华

社新媒体中心新青年事业部负

责人王龙分享了栏目曾报道的

多个青年故事。

上海广播电视台记者臧熹

分享了自己参与报道中国航天

故事的经历。他和团队坚持与

媒体融合的脚步保持同频，采取

挖掘内容落点、利用技术赋能、

开设科普账号等方式，创新报道

形式，提升传播效果。在他看

来，一名新时代的好记者，应当

传承前辈精神，始终永葆革命之

志、永怀人民之心。

中国记协、上海市委宣传

部、上海市记协、复旦大学相关

部门单位负责同志，复旦大学新

闻学院、同济大学艺术与传媒学

院、上海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师生

代表参加本次活动。

本报记者 殷梦昊
实习记者 丁超逸吴文意

“新时代·好记者”全国巡讲活动走进复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