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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与实践历来是复旦大学

研究生培养的核心要义。2015

年以来，复旦在中国研究生创新

实践系列大赛中荣获奖项 319

项，特等奖、一等奖26项，多次获

各系列赛事“优秀组织奖”。探索

创新实践教育，复旦经验有哪些？

助力国家急需、重点领域
高层次人才培养

2021年11月，由航空航天系

教授艾剑良指导、复旦自主飞行

与控制团队开发针对“低慢小”的

察打一体化多旋翼无人机系统项

目，在“飞鲨杯”第七届中国研究

生未来飞行器创新大赛中荣获全

国一等奖、最佳实物演示奖，并荣

获优秀组织奖。

奖项大满贯背后，是艾剑良第

7次指导团队参加该竞赛，从软件

开发、算法设计、系统设计、系统测

试、外场试飞，导师与成员逐一攻

关。在参赛作品研发过程中，团队

也形成了完整的知识产权闭环，并

申请了多专利软件著作权。在深

度参与系列竞赛后，航天航空系也

打磨出特有的人才培养经验。

在复旦，有这样一支“白泽战

队”，以中国古代洪荒神话的瑞兽

命名，自2018年4月，由系统软件

与安全实验室杨珉教授领衔，张

源、张晓寒、张磊等青年骨干共同

建设，以守护网络空间安全为初

心，致力于培养本科生、研究生的

安全实践能力。

在 2022 年度中国研究生创

新实践系列赛事暨第一届“华为

杯”中国研究生网络安全创新大

赛”上，“白泽战队”荣获1项揭榜

挑战赛一等奖和1项创意作品赛

二等奖。战队参赛作品来源于持

久的科研创新与技术转化。

以赛促学、以赛促创
赛创结合，各学科联动

在移动场景超分辨定位领

域，获得更高的精度和低复杂度

的雷达定位十分重要，是目前业

界一个难题。如何破解这样的行

业实际难题？这也是“中国光谷·

华为杯”第十九届中国研究生数

学建模竞赛的赛题之一。

今年3月，信息科学与工程学

院研究生王樵之与博士生王晨、桑

博涵二次组队，从众多全国一等奖

获奖团队中脱颖而出，最终摘得

“数模之星”冠军和华为专项奖。

以学校、院系两级联动为

机制，联合制定参赛组织原则

和配套激励政策，并组织校内

各部门联合，推动赛事进程，复

旦一以贯之做好参赛组织和政

策激励工作。

“华为杯”中国研究生创“芯”

大赛、中国“互联网+”大学生创

新创业大赛、全国大学生集成电

路创新大赛......参加13余次创新

实践系列大赛，10 项一等奖（金

奖），累计获奖 44 项。微电子学

院通过教师学生“1+N”模式，优

化教学计划，以实践让学生在“赛

中学”“赛中悟”。

依托学校科研院、创新创业

学院孵化平台，对接行业企业，建

立成果转化运营机构，结合学校

实际，积极承办创新实践系列赛

事，推荐专家学者申报赛事专家

库，复旦逐步建立各学科间竞赛

联动的机制，促进交叉学科发展。

双创教育纳入学校规划
强化实践应用能力培养

2015年12月，复旦在全国率

先成立创新创业学院，2016年，获

批教育部首批深化创新创业教育改

革示范高校，次年6月，又获批国家

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示范基地。去年

9月，复旦大学创新创业学院入选

首批国家级创新创业学院。

“宽口径，厚基础，面向未来

需求，注重发散性思维和创业精

神培养，引领源头创新”，复旦大

学结合学校人才培养目标和学科

优势，促进学科交叉，积极打造以

创新创业教育为引领、创新创业

活动（竞赛）为主要形式、创新创

业苗圃计划为支撑的全链条体

系，培养具备家国情怀、敢闯会创

的复合型双创人才。

在复旦，经过学位评定分委

员会认可的社会实践、社会公益

服务、创新创业等活动，可作为实

践环节的要求列入研究生的必修

环节，并在培养方案中明确其学

分设置和考核要求等内容。

本报记者赵天润
本报记者 黄文发摄

面向未来，提升拔尖创新人才自主培养质量

国家安全宣传教育

中国研究生创新实践系列大赛十周年总结大会暨

“与时而新，踔厉奋发，助力拔尖创新人才自主培养”论坛

日前在复旦大学举办。论坛上，《中国研究生创新实践系

列大赛十年发展报告》发布。

复旦大学将以承办中国研究生创新实践系列大赛十

周年总结大会暨“与时而新，踔厉奋发，助力拔尖创新人

才自主培养”论坛为契机，把研究生教育摆到更突出的战

略位置，努力推动教育、科技、人才三位一体战略部署的

创造性落实，深化科教融汇、产教融合，全面提升拔尖创

新人才自主培养质量，加快构建一流研究生教育体系。

本报讯 4月15日是第八
个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贯
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复旦人在
行动。学校陆续推出实地研
学、知识竞赛、实弹射击等一
系列活动，普及国家安全知
识，进行国家安全宣传教育。
图为安全教育日前一天，在北
区食堂门口举行的全民国家

安全教育日专题现场宣传活
动。此次活动由保卫处、武装
部组织复旦大学平安志愿者
支队、复旦大学军事爱好者协
会，联合上海市公安局文化保
卫分局、复旦大学计算机科学
技术学院一同举办。

本报记者汪祯仪
实习记者郭艳广摄

4月9日至13日，以“推进可

再生能源技术转移和知识交流、

助力实现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

程”为目标，中国-埃塞俄比亚-

斯里兰卡可再生能源技术转移

三方南南合作项目研讨会在复

旦大学举行。来自埃塞俄比亚、

斯里兰卡和中国的专家学者齐

聚复旦大学，通过知识交流、实

地考察等形式，共商能源技术转

移发展合作新前景。

随着全球气候变暖，利用可再

生能源替代传统化石能源，大力发

展绿色产业，推动高质量发展已成

为国际社会一大趋势。研讨会期

间，中外专家学者前往上海崇明

岛，实地调研渔光互补综合产业示

范园、农业废弃物资源化综合利用

项目等绿色产业项目基地。

崇明农业废弃物资源化综

合利用项目采用国际先进的厌

氧发酵方式，实现每日7000立方

米沼气与80至100吨有机肥的高

效产出，每年减少排放温室气体

3 万余吨，复旦大学环境科学与

工程系教授、上海市有机固废污

染控制与资源化专业技术服务

平台主任张士成团队参与其相

关技术指导，以“产、学、研”合作

赋能科技创新与成果转化。

“亚非拉地区的发展中国家

在发展阶段和发展条件等方面

有诸多共同之处，普遍面临产业

升级、能源转型、环境治理等挑

战，在发展路径的选择上更容易

达成共识。在新能源开发利用、

气候变化减缓与适应、环境治理

与生态保护等支撑绿色低碳的

可持续发展领域形成技术交流

与经验互鉴，是助力实现2030年

可持续发展议程的重要举措。”

复旦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系教

授、丁铎尔中心常务副主任王玉

涛表示，推动先进适用的可持续

技术向“一带一路”国家转移，是

全球积极应对气候变化、维护全

球生态安全的重大举措，也是构

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的重要

载体。近年来，王玉涛作为首席

专家承担了国家重点研发计划

项目，在推动绿色技术南南合

作、服务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方

面取得多项重要进展。

在“中国-埃塞俄比亚-斯里

兰卡可再生能源三方合作项目”

框架下，此次研讨会旨在分享南

南合作与三边合作的经验和做

法，促进基于埃塞尔比亚和斯里

兰卡早期试点相关可再生能源

技术的知识共享，以助力可持续

发展目标（SDGs）的实现。

据悉，“中国-埃塞俄比亚-

斯里兰卡可再生能源三方合作

项目”去年入选联合国“在最不

发达国家开展南南合作和三方

合作的优秀实践项目”。该合作

项目由中国商务部、埃塞俄比亚

水利和能源部、斯里兰卡可持续

能源局、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以及

中国科技部中国 21 世纪议程管

理中心、中国农业大学、复旦大

学等联合组织实施，旨在帮助发

展中国家提升应对气候变化能

力，携手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

本报记者 汪蒙琪

中外专家齐聚复旦，关注可持续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