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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 廿 光 华 ，巳

巳如意。灵蛇起舞

迎新岁，复旦师生

用丰富多彩的寒假

活动迎春纳福。

新春团拜会上演

1 月 19 日 上

午，二〇二五年复

旦大学新春团拜会

在灯笼高悬、花团

锦 簇 的 光 华 楼 举

行，200余名师生代

表参加。

活动现场灯笼

高悬，花团锦簇，点

缀着对联与窗花，

年味弥漫。一声声

新 春 问 候 传 递 温

暖，师生畅叙情谊、

共话发展，满怀期

待展望新的一年。

主 题 视 频《守

正创新 长歌奋进》

展现了学校2024年

的乐高思维、创新

成果和奋进精神。

计算机科学技术学

院教授金城用“书

画数字化生成—马

良大模型”在现场

绘蛇，带来一场文

学 与 AI 的 双 向 奔

赴。中国科学院院

士、复旦大学相辉

研究院院长赵东元

从魔术箱中走出，

送上新年祝福。

“就像回家！”

1 月 18 日 、19

日，两场复旦新年

迎春会在枫林校区

和邯郸校区举行，

近千名师生代表参

加。

邯郸校区旦苑餐厅灯笼高

挂、灯火璀璨。校长金力代表学

校向全场师生致以新春的问候，

为留校学生代表发放“冬季送温

暖”新春礼包。

校龙狮队演绎的《龙舞新

春》拉开迎春会序幕。学生园区

宿管督导员的合唱《红红火火中

国年》是别出心裁的新颖节目。

年味“氛围组”悉数登场，美味佳

肴齐上桌，喜贺百廿的校庆米糕

亮相，江湾月湖天鹅也设计为美

食天鹅酥，香味萦绕、年味盈溢。

大气与海洋科学系 2024 级

硕士生覃迦迎第一次参加学校

迎春会，“餐厅布置喜庆欢腾，佳

肴丰盛多样，节目精彩纷呈，让

我感受到浓郁的年味。”

枫 林 校 区 迎 春 会 同 样 热

闹。金力和校党委副书记、复旦

上医党委书记袁正宏祝愿同学

们在蛇年学业有成。当大后勤

工作人员代表登台时，全场致以

热烈掌声，感谢他们的辛勤付

出。

登上春晚

“升帆的那一刻，我觉得特

别惊喜和激动。”1月28 日晚，一

位特殊的升帆手出现在春晚无

锡分会场升帆环节，她是来自无

锡特殊教育学校的盲人教师朱

苓君，也是复旦 2024 年毕业的

首位盲人研究生。

朱苓君的视障曾被教育治

愈，而盲童又将由年轻的朱老师

治愈。朱苓君说，她要记住当

“升帆手”时获得的力量点亮更

多孩子。

东西南北中，处处是吾乡。

复旦学子从四海发出 2025 年的

flag，共贺新春来。

定制红包封面上线

蛇全蛇美，四季平安。除夕

阖家团圆之际，学校推出 10 款

定制版蛇年红包封面，包括鎏金

华章、日月光华、四时伴你等系

列，迎接120周年校庆。

红包封面一经上线就被师

生还有海外校友争抢，纷纷夸奖

“今年的红包封面太难抢了！但

是真的好好看！”

留学生解锁中国年

部分留学生选择在中国过

蛇年春节。

来 自 巴 基 斯 坦 的 阿 斯 兰

（Arslan Habib）是生命科学学院

博士研究生，在实验室里忙着做

实验的同时，也抽空去感受节日

气息。“这个假期，我既没落下学

习，又体验了文化。”

来自津巴布韦的乔治（Ta-

bengwa George Takura）是临床医

学院硕士研究生，寒假大部分时

间还是在实验室和医院里度过，

“这段时间挺充实，有时间去深

入思考和研究。”

来自赞比亚的卡穆（Chrisp-

ine Kambimbi）是软件学院硕士

研究生，这个寒假把大部分时间

花在实验室，同时也在各地旅行，

沉浸在丰富的文化和历史中。“在

南京，参观了历史悠久的中山陵

和南京博物馆，让我对中国历史

有了更深刻的理解。第六次去苏

州，每次都被它的美丽和深厚的

历史底蕴所震撼。去了吉林省吉

林市，作为一名徒步爱好者，我很

享受在朱雀山的徒步旅行，参观

了壮丽的长白山和天池——这真

是大自然的奇迹。”

本报记者 汪蒙琪 章佩林
李怡洁

实习记者 丁超逸 任宇辰
黄思静 段瑞怀

两名辅导员分获特等奖两名辅导员分获特等奖、、一等奖一等奖
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

（以下简称“国务学院”）研工组

组长赵晓惠在 2024 年上海高校

辅导员素质能力大赛中斩获特

等奖，经济学院学工组长、2023

级本科生辅导员汤潮荣获一等

奖。这是我校自参加该比赛以

来取得的最好成绩。

大赛分为初赛、复赛和决赛

三个阶段。初赛为资格审查，复

赛分为上、下午场，涵盖学情考

核、学情分析和案例分析三个环

节，决赛则为理论宣讲。

经过激烈的复赛，赵晓惠和

汤潮等 25 位高校辅导员挺进决

赛。决赛是随机抽题进行现场5

分钟宣讲。

“你觉得什么叫新时代的青

年？”演讲伊始，赵晓惠反客为

主，向台下评委和观众抛出问

题。结合自身的理论基础和政

治学背景，她点出新时代最大的

特点：“变”。从认识“世界之变”

“时代之变”“历史之变”和把握

“理想信念不变”“脚踏实地不

变”“担当作为不变”“吃苦耐劳

不变”破题，阐述青年一代在新

时代如何作为。最后一个话音

落下，倒计时还有3秒钟。

今年是赵晓惠在学工一线

工作的第10年。2014年，赵晓惠

从国务学院本科毕业，入选学校

第二十批“人才工程”预备队队

员（一期），攻读硕士的同时担任

国 务 学 院 本 科 生 辅 导 员 。 自

2018 年开始，她就走上三尺讲

台，给本科生上形势与政策课。

汤潮 2013 年从历史学系毕

业，成为第十九批“人才工程”预

备队（一期）队员，后转为第十四

批“人才工程”预备队（二期）队

员。

一场比赛，既有经验的沉

淀，亦有考前磨刀。结合教育和

思政工作的重大议题、青年热门

话题和理论基础，赵晓惠和汤潮

精 心 准 备 了 万 余 字 的 演 讲 素

材。白天，她们工作，晚上深入

研习理论和准备案例，午间在会

议室一遍遍将素材熟稔于心。

本报记者章佩林

她是上海第她是上海第 684684位造血干细胞捐献者位造血干细胞捐献者

■ 工程与应用技术研
究院研发的“光华一号”人形
机器人来到团拜会

“我的捐献结束了，她的生

命就开始了。”

1 月 21 日 5 点，在本市一所

医院里，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

2023级研究生小郭醒来，为正式

捐献造血干细胞做准备。

我国每年新增4万名白血病

患者，其中近一半为儿童，等待

移植的患者有四百万。而造血

干细胞的配型成功率极低，仅为

万分之一到十万分之一——小

郭就是其中之一。

经过近五个小时，采集才结

束。小郭成为虹口区第24位、上

海市第 684 位造血干细胞捐献

者。休息一晚，次日就能出院。

而另一边，这袋“万分之一”

难得的造血干细胞，将以最快速

度抵达目的地，当晚 8 点就能输

血，为一位不满 6 岁的小女孩带

来生命的希望。

“救一个孩子，等于救
了一个家庭”

这不是小郭第一次献血了，

“我献过全血，也献过成分血

——就是抽出来离心后再输回

去的那种——所以知道骨髓捐

献是怎么回事儿。”

造血干细胞捐献，俗称捐献

骨髓，通过外周血就能进行采集，

形式类似献血小板。常年积极投

身各类志愿服务与公益活动、曾多

次献血的小郭自然不怕。

2023年研究生刚入学，小郭

“在朋友圈看到有同学报名加入

中华骨髓库，也想做这件有意义

的事，申请了咽拭子”。在中华

骨髓库里留下一份样本。

一年后，这个“万里挑一”的

配型真的成功了。

2024 年 12 月 24 日，小郭接

到红十字会的电话，得知她与一

位 北 方 的 小 女 孩 初 步 配 型 成

功。对方年仅五岁，正遭受血液

病的折磨，急需造血干细胞移

植。小郭没有犹豫就同意了。

“每一天都期待最终配
型成功”

初步配型成功后，还有多次

抽血检测、配型分析、体检审核

……各种检查流程，又恰好碰上

期末季，小郭却一次不落，比谁都

关心进度，“从未想过放弃，每一天

都在期待着最终能够配型成功”。

最终好消息传来，两人造血

干细胞有10个点高度匹配，达到

了全相合，可以捐赠。

最初配型成功时，由于不了

解相关流程，小郭的家人并不支

持，甚至一度给出了否定的答

复。小郭晓之以理，耐心地向家

人们科普了“不是用针抽骨髓”，

而是“外周采血”；还动之以情，

告诉担忧的爸爸妈妈，仅仅抽取

一点造血干细胞，就可以拯救一

条鲜活的生命。最终，家人理解

并支持了她的决定。

当得知小郭决定捐献造血干

细胞时，导师鄢盛杰和邬小玫既为

她的无私奉献感到骄傲，也为她可

能面临的身体挑战感到担忧，“你

一定要照顾好自己，健康最重要。”

学院和学校有关部门得知这一爱

心义举时，也特别会同虹口区红十

字会做好有关捐献各项工作，并为

小郭加油鼓劲。

1月15日，上海市、虹口区红

十字会见证小郭签署了《骨髓捐

赠最终知情同意书》。等待捐献

的患者也入院开始了化疗流程，

等待这份宝贵的造血干细胞。

“一定要调整出最好状
态”

“ 我 是 O 型 血 ，她 是 A 型

血。移植以后，她就会流着跟我

一模一样的O型血了。”

胜似亲人，超越血缘。分离

机收集袋内，从小郭血液中采集

的造血干细胞，是一份爱心的输

送，跨越千里落地生根，承托起

另一个生命的重量——这是多

么神奇的一件事，足以让小郭忘

却入院四天以来，为提高外周血

的造血干细胞含量“每天挨 3

针”，注射动员剂所带来的一系

列失眠与疼痛。

为了以最佳状态迎接这一

任务，小郭早就开始有意识地调

整生活作息和饮食习惯了。她

保持着积极的运动习惯，还曾在

学院乒乓球女单比赛中获得冠

军。捐献期间，她更加注重身体

锻炼，坚持规律的跑步和力量训

练。外出还坚持佩戴口罩，预防

冬季流感以及各种意外情况。

这些生活上的不便，并没有给她

带去烦恼，相反，“知道远方有一

个人、一个家庭比我自己更希望

我健康，这让我更有动力去调整

自己的状态”。

“捐献造血干细胞并不如很

多 人 想 象 中 的 那 么 复 杂 与 可

怕。”小郭在自己的社交平台账

号记录下整个捐献过程，希望帮

助更多人了解捐献过程，消除对

捐献的误解与恐惧。“只要多一

点勇气，就能为他人点燃希望。”

本报记者汪祯仪
实习记者 金 晶 赵豫川 习

逸田李姿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