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为加快推进上海高校创新策

源能力提升，充分发挥高校基础

研究主力军、原始创新主战场和

创新人才培养主阵地的重要作

用，2021 年 5 月，上海市教委启

动“十四五”期间上海市前沿科

学研究基地、上海市协同创新中

心建设。

日前，上海市教委公布前沿

科学研究基地认定名单和新一轮

协同创新中心认定名单。复旦大

学申报的上海市海洋-大气相互

作用前沿科学研究基地、上海市

智能光电与感知前沿科学研究基

地、上海市生殖与发育前沿科学

研究基地、上海市病原微生物与

感染前沿科学研究基地（培育）、

上海市低轨卫星通信技术协同创

新中心、上海市智能视觉计算协

同创新中心、长三角集成电路设

计与制造省部共建协同创新中心

（滚动支持）及上海市内镜微创协

同创新中心均列入认定名单。

上海市海洋-大气相互作用

前沿科学研究基地由大气科学研

究院张人禾院士牵头，将深入开

展多尺度海-气相互作用观测与

机理、极端天气气候事件的规律

与可预报性、高分辨率数值模式

预报系统研制及应用等三方面的

研究。基地将通过大气与海洋学

科的交叉，先进技术与前沿研究

的结合，努力把基地打造成海-

气观测综合性实验先进平台、极

端天气气候事件的学术高地以及

高分辨数值模式预报系统的研发

中心，服务上海市经济和社会可

持续发展的重要科技支撑基地。

上海市智能光电与感知前沿

科学研究基地由光电研究院褚君

浩院士牵头，以解决国家重大需

求和科学技术前沿为导向，研究

光、电、磁、热、声和生命等多种运

动形态相互作用规律及其技术发

明和应用，努力提升原始创新能

力，发现科学规律，发展核心技

术。在光电研究领域形成基础研

究、应用基础研究和前沿技术研

究融合发展的体系，将自由探索

与目标导向有机结合，培养国家

级科研人才，推动材料科学与工

程、光学工程、电子科学与技术、

集成电路科学与工程等学科协同

发展。

上海市生殖与发育前沿科学

研究基地由附属妇产科医院黄荷

凤院士牵头，以遗传性及发育源

性出生缺陷防控为总体目标，针

对遗传病家族、高危人群、普通人

群，开展发育源性疾病的机制研

究，寻找出生缺陷发生的机制及

防控体系建设的关键点、探索生

命早期基因-环境互作所致发育

源性疾病的遗传/表观遗传规律，

建立遗传性出生缺陷的精准防控

体系，建设内容包括开展出生缺

陷发生的机制研究及防控体系建

设、构建基于AI+5G赋能的出生

缺陷大数据平台、开展卵/精子/

胚胎/胎儿源性疾病的发生机制

研究。

上海市病原微生物与感染前

沿科学研究基地（培育）由基础医

学院袁正宏教授牵头，将聚焦重

大传染病防控的重大需求和关键

科学问题，加强关键核心机制攻

关和前沿技术集成，着力突破关

键科学和技术瓶颈；建立“平战结

合”科技协同攻关和技术储备体

系，为新型防治技术研发提供创

新策源，建设内容主要包括开展

重要病原微生物新型体内外研究

模型的构建和病原微生物生物学

特性研究、重要病原微生物感染

和致病机制的研究、干预靶点和

干预前沿技术研究。

上海低轨卫星通信技术协同

创新中心由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

迟楠教授牵头，针对新一代宽带

卫星互联网建设中空间通信资源

紧张、通信速率高速增长、空间信

息融合应用等影响天基信息系统

应用效能提升的瓶颈问题，围绕

我国未来空间信息发展的重大需

求，面向上海航天产业发展的需

要，联合行业内优势研发和应用

单位，开展低轨卫星通信的基础

理论和技术应用研究，服务国家

重大战略，培养高级人才，建设产

业共性关键技术的供给源头、成

果转化与转移的创新基地。

上海市智能视觉计算协同创

新中心由计算机科学技术学院姜

育刚教授牵头，面向经济社会发

展的重大需求，开展新一代视觉

计算基础理论、共性关键技术、创

新平台和行业应用的集中攻关。

中心以复旦大学为依托高校，华

为、百度、旷视、银联等单位协同

支持。中心各单位前期已开展长

期合作并取得丰硕成果，接下来

将深入推进成立若干校企联合实

验室和产教融合人才培养基地，

形成以复旦大学为主体，政府引

导、多方资源汇聚的人工智能创

新策源及人才培养有机协同体。

长三角集成电路设计与制造

省部共建协同创新中心由微电子

学院严晓浪教授牵头，在上一轮

建设期中评估优秀，获得滚动支

持。中心从长三角区域集成电路

产业重大需求出发，聚焦集成电

路产业下一代关键共性技术，重

点开展高端制造工艺、微电子新

器件、高端FPGA芯片、装备核心

技术以及SiC第三代半导体材料

与器件等领域的研发。由高校与

龙头企业联合组建创新团队，通

过共同承担国家科技重大任务及

高校、企业的研发投入资金，以重

大任务为抓手，形成面向区域与

产业重大任务、跨部门、跨学科、

有组织的紧密协同，支撑产业整

体创新能力提升。

上海市内镜微创协同创新中

心由附属中山医院周平红教授牵

头，聚焦内镜设备和器械国产化

及医疗领域人工智能场景应用的

创新发展，形成具有自主知识产

权的国产内镜设备、内镜手术导

航系统、附属器械及生物制剂，打

破国外品牌在中国内镜领域垄断

壁垒；形成人工智能内镜辅助诊

断及决策系统，实现人工智能在

消化内镜诊疗全流程中的应用，

将消化道肿瘤的早诊早治率提高

10%，推动各协同单位有效汇聚

人才及科技资源，形成一支由具

有国际影响力的行业领军人才领

衔的创新团队，建立完善的临床

及基础科研平台。

来源 / 科研院、医学科研处

全力构筑服务上海科创中心建设的“复旦力量”
我校四个上海市前沿科研基地、四个上海市协同创新中心获市教委认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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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月 15 日下午，复旦大学档

案馆、杨浦区档案局馆签署“合作

推动红色档案资源开发利用工作

框架协议”，旨在充分发挥各自的

优势，共同探索合作开发利用红

色档案资源的新模式，推动复旦

与杨浦的红色档案资源的共建共

享，进一步提升红色档案宣传教

育影响力。“杨浦红色记忆档案图

片展”开幕式同时举行。上海市

档案局二级巡视员、业务指导处

处长杨红出席仪式，复旦大学党

委宣传部、党委学生工作部、党委

研究生工作部、团委相关负责同

志和学生代表参加。

杨红表示，杨浦区档案局

馆与复旦大学档案馆开展跨界

合作，共同探索创新档案工作

新模式，是贯彻习近平总书记

“用好红色资源，传承好红色基

因”重要论述、落实上海市关于

加强红色档案资源保护和利用

工作有关要求的有力实践。希

望区校档案部门以此为新的起

点，围绕《上海市档案事业发展

“十四五”规划》，切实履行“为

党管档、为国守史、为民服务”

的使命职责，用红色档案资源

助力厚植城市精神，彰显城市

品格，提升城市软实力，引导党

员干部和青年学子从红色档案

中汲取奋进力量，全力推动人

民城市建设，为实现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而奋斗。

杨浦区档案局馆、复旦大

学档案馆负责同志共同为“百

年恰是风华正茂 初心启航永续

使命——杨浦红色记忆档案图

片展”揭幕，该展览从杨浦区档

案局馆、复旦大学档案馆丰富

的红色资源馆藏中，甄选了 200

多张珍贵图片，聚焦于沪东地

区党史上的重大事件、重大成

就、典型人物，精心凝练，汇集

成展，为复旦师生了解、感知杨

浦地域内的红色记忆和红色传

承，提供了生动的教材。展览

于 9 月 15 日至 29 日在光华楼三

楼中庭围廊展出。

开幕式后，复旦大学档案

馆 与 杨 浦 区 档 案 局 馆 召 开 座

谈，围绕进一步合作事宜展开

深入讨论，并就一些具体项目

的合作交流设想。杨浦档案馆

一行还参观了玖园爱国主义教

育建筑群。 来源 / 档案馆

复旦大学与杨浦合作推动红色
档案资源开发利用和共建共享

复旦大学将按照上海市教委的工作要求，强化依托单位主体责任，加强对

我校四个上海市前沿科研基地、四个上海市协同创新中心的支持和保障，指导

各基地和中心围绕建设规划开展工作，确保各项任务顺利实施。

“印记初心——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

年大众篆刻作品展”目前正在复旦大学光华楼志

和堂展出。

开学季，复旦校园迎来了2021级新生，他们进

校的必修课之一就是参观此次展览。印记初心，

代代传承，来自各院系的本科生讲解员们为新生

们提供讲解，该项服务将一直持续至10月7日。

讲解员们沿着百年党史的时间脉络将中国

共产党的伟大征程娓娓道来，为新生们认真介绍

不同的印材和篆刻家们，艺术与党史的结合，为

新生们上了一堂生动的“党史学习教育”课。

本次展览共展出300余件篆刻作品，其中49

枚复旦校史主题印章由复旦师生亲自创作设

计。展览按照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社会主义革

命和建设时期、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期四个部分展开，

以印章的形式与篆刻艺术的方法回顾展示了建

党百年以来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取得伟大成就

的光辉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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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科生讲解员为新生讲解“印记初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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