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4 星期日 2023.6.11
要闻

编辑/胡慧中
主主··题题··教教··育育

6月5日下午，复旦大学召开

党委常委会，第一议题专题传达

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

发展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

同日下午，党委常委班子学

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主题教育读书班

第六次专题研讨暨中心组学习

会举行，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

关于教育、科技、人才“三位一

体”的重要论述，发挥高水平研

究型大学的“两个主力军作用”。

校党委书记裘新主持会议

并讲话。校党政领导、党委常

委、校长助理，主题教育领导小

组办公室成员单位负责同志出

席会议。

围绕文化传承发展，
找准高校切入点发力点

裘新表示，习近平总书记的

重要讲话站在“两个结合”的理论

高度、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

历史高度、建设文化强国的全局

高度，对中华文化传承发展的一

系列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作了全

面系统深入阐述，具有很强的政

治性、思想性、战略性、指导性。

我们要围绕文化传承发展，

找准高校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

务、推动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建

构、服务文化强国建设和上海城

市文化发展等新的切入点发力

点，为肩负起新时代新的文化使

命打头阵、当尖兵。赓续文脉，

光大学脉，推动马克思主义基本

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

合的学理研究，深化中华文明和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学术研究，

构建传统文化一流学科体系，培

养传统文化研究专业人才，提升

文化传承创新能力。以文育人，

坚定自信，聚焦立德树人，构建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课程和教材

体系，提升学生、教师队伍传承、

弘扬、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

意识和能力。以文化人，涵养校

风，加强校园文化建设，打造有

品牌集中度、精神感染力、文化

影响力的复旦校历。传播文明，

滋养社会，系统规划建设复旦的

图书馆、博物馆系统，鼓励相关

学科、教师对接承担建设文化强

国的国家重大任务，服务人民日

益旺盛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需

求，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海

外传播和跨文明交流。

两位教授作专题讲解：
教育、科技、人才“三位一体”

在主题教育读书班第六次

专题研讨会上，哲学学院王国豫

教授、高分子科学系彭慧胜教授

作专题讲解。

王国豫从技术哲学的角度

剖析了为什么“科技是发展的利

器，也可能成为风险的源头”。

科技伦理教育具有重要意义，关

系到“培养什么人、怎么培养人、

为谁培养人”，复旦致力于人工

智能的伦理与治理方面的教学

科研及平台建设，取得了一定的

成果。她认为，在科技伦理的理

论建构中，中国哲学大有可为。

我们要立足中国文化资源，探索

面向未来的科技伦理理论体系。

彭慧胜从基础研究切入，作

专题讲解。他认为加强基础研

究，建设世界科技强国的关键在

于发挥高校主力军作用，做出世

界一流的基础研究成果，培养世

界一流的基础研究人才。他衷

心希望，在复旦这片沃土上，诞

生引领未来的科学王朝，建立影

响世界的科学中心。

教育、科技、人才是有机整体，
是驱动创新的“三驾马车”

会上，校长金力等校领导班

子成员作交流发言。

金力表示，高质量发展的首

要是创新发展，而教育、科技、人

才是一个有机整体，是驱动创新

的“三驾马车”，共同支撑社会主

义现代化强国建设。作为中国

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的第一方阵，

复旦大学要始终坚持高质量发

展，支撑创新发展，服务教育强

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发展；要

进一步深刻领会高水平研究型

大学在“三位一体”重大部署中

的交汇点意义，自觉肩负起“两

个主力军”的光荣使命。要牢牢

把握人才培养主阵地，进一步建

强机制、建强培养体系、建强师

资队伍，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

育人，从中国源远流长的历史连

续性中汲取教学养料，带领学生

更深刻地认识中国。要加快高

水平人才队伍建设，把建设世界

一流人才队伍放在学校事业发

展的最核心位置，紧紧抓住这个

“第一资源”，加快实施“大人才

战略”，深化人才发展改革，探索

更有利于人才发展、发挥作用的

体制机制，真正为科研人员松绑

减负，使科技成果加速涌现。要

深入挺进基础学科研究前沿领

域的主战场，强化前瞻性、战略

性、系统性布局，将有组织的科

研和鼓励自由探索有机结合，加

强基础学科、新兴学科、交叉学

科建设，瞄准世界科技前沿和国

家重大战略需求推进科研创新，

不断提升原始创新能力和人才

培养质量。

统筹推进“三位一体”战略部署，
高质量建设“第一个复旦”

裘新在总结讲话中指出，习

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第五

次集体学习时，进一步阐述教育

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三者

内在关系和逻辑规律，为统筹推

进“三位一体”战略部署提供根

本遵循和行动指南。

我们要增强使命感、紧迫

感，紧扣时代脉搏、抢抓历史机

遇，把发展科技第一生产力、培

养人才第一资源、增强创新第一

动力更好结合起来，高质量推进

“第一个复旦”建设，为中国式现

代化作出新的更大贡献。强化

系统观念，把握结合点，主动对

接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

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一体谋

划；坚持教育发展、科技创新、人

才培养一体推进；坚持原始创

新、集成创新、开放创新一体设

计；坚持创新链、产业链、人才链

一体部署。落实根本任务，站稳

立足点，围绕提高人才自主培养

质量，进一步完善体系、提升能

力，全面谋划落实“时代新人铸

魂工程”，全面改革拔尖创新人

才培养模式，全面夯实教师队伍

建设基础性工程。心怀“国之大

者”，锚定落脚点，加快建设中国

特色世界顶尖大学，引领推动教

育强国建设；发挥好基础研究

“两个主力军作用”，加快推动科

技强国建设；全力推进“大人才

战略”，坚定不移爬“北坡”，有力

支撑人才强国建设。在办学治

校实践中，主动超前布局、有力

应对变局、奋力开拓新局，将总

书记、党中央的战略擘画加快转

化为“第一个复旦”建设的生动

实践。 本报记者胡慧中

肩负新的文化使命，统筹推进“三位一体”
进一步领悟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三者内在关系和逻辑规律

很荣幸有这次汇报的机会，
主题是浅谈基础研究。2月21
日，中央政治局第三次集体学习
时，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指出：“基
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

“加强基础研究，是建设世界科技
强国的必由之路”。这里的关键
在于，如何发挥高校主力军作用，
做出世界一流的基础研究成果，
培养世界一流的基础研究人才。

第一方面，基础研究一流成
果长什么样子？

我的理解，主要有三类。第
一类，兴趣导向的基础研究，常
常不解决任何问题，往往提出重
要问题，或者提出全新概念而开
辟新领域。第二类，理论问题导
向的基础研究，解决领域公认的
科学难题。第三类，应用问题导
向的基础研究，现在我们要解决
卡脖子技术，首先需要解决重大
基础问题，具有科学技术工程全
链条的特点。

第二方面，如何做出一流的
基础研究成果？

第一点，尊重科学规律，制定
行之有效的评价标准，弘扬源头
创新的研究文化。科学史告诉我
们，自然科学的发展，是多数服从
少数。就是极少数的人，把大家

的观念推翻了以后，科学才能向
前走。最好的研究，往往开始的
时候很多人反对，甚至认为不可
能或者毫无意义。我们在制定政
策时，需要考虑到这点。也需要
打破论资排辈的做法，倡导质疑
精神。科学研究更需要争论，争
论是科学进步的奠基石。

第二点，打破学科专业的传
统边界，加强多学科交叉融合研
究。我们划分不同学科，主要为
了提高研究效率，有所聚焦，让科
学资源更好地服务人类社会，不
是简单划分地盘。每个人有自己
的专业，他可以呆在圈子里深耕，
也可以走出来，通过学科交叉开
辟全新的根据地。为了提高多学
科交叉研究质量，需要国际合
作。基础研究一定是开放的，在
目前国际形势下，复旦可以带头
谋划，大力推动国际合作。

第三点，我们现在很需要榜
样，毛主席说榜样的力量是无穷
的。如果在我们身边，有光辉的
科学榜样，让大家经常看到，非
常有利于激励我们的研究队伍，

树立更加远大的科学目标，也激
励大家努力去实现这些远大目
标。这些年学校引进诺贝尔奖
获得者，特别好，有助于提高大
家的科学品味，知道什么不好、
什么一般、什么是好、什么是一
流。甚至更进一步，我们复旦要
做出伟大的科学发现。

第三方面，如何培养世界一
流的基础科学人才？

习近平总书记说：“基础研
究归根结底要靠人才，加强基础
研究归根结底要靠高水平人
才”。根据我自己的思考，需要
培养三个重要品质。

第一个，强烈的好奇心。现
在我们面临的情况，真正热爱基
础研究的人有点少。如果只是把
科学研究当作一项工作，朝九晚
五，恐怕很难做到一流。基础研
究不是搬砖头，简单要求大家增
加工作时间，也很难做到一流。
我们需要找到有效的路径，重塑
科学好奇心。我们高分子科学系
在制度方面进行了探索，鼓励青
年教师做真正感兴趣又重要的研

究，考评时聚焦工作本身的创新
性；激励研究生参加创新创业，最
近两年尝到甜头，一些课题组研
究生自发组织、积极参加。

第二个，胆子要大，敢于质
疑，敢于提出跟传统理论尖锐对
立的新概念，敢于解决理论或应
用重大难题，不怕攻击，不怕侮
辱。风险很大，敢于失败。过去
青年教师特别是研究生，都喜欢
热点课题，因为风险小。如果一
个课题，没有任何参考文献，大家
都退缩。我们系定期组织青年教
师座谈会，摸索解决办法。比如，
建议博士生做两个课题，一个很
难，绝大部分人颗粒无收；另一个
不太难，能够按时毕业。效果还
可以，我自己实验室初步建立了
一支基础研究“尖刀排”。

第三个，富有想象力。提出
重大原创的新概念，解决长期存
在的瓶颈难题，可能凭现在的科
学理论很难做到，需要想象力来
连接，这跟艺术创作有异曲同工
之妙，科学和艺术经常同行。如
果看看历史，我们就会发现，一

流的科学家，不仅学问做得好，
而且人文艺术造诣深厚，可见艺
术熏陶能够提升想象力。比如
著名物理学家薛定谔，就专门出
过诗集。我在课题组进行探索，
请大家听钢琴名曲《出埃及记》
和古筝名曲《高山流水》，跟大家
分析法国画家莫奈的稻草堆作
品，美在哪里。这种文理兼修的
研究范式，还挺受欢迎的。

除了以上三方面，我们还需
要营造热爱读书的基础研究氛
围。不仅要读科学经典，了解科学
规律；也要读文史哲经典，加强人
文修养，凝练哲学方法。我们系导
师和研究生有个书单，翻阅《居里
一家》，理解他们在奉献中享受科
学乐趣的研究哲学；看看《献给阿
尔吉侬的花束》，反思科学范式变
革的新路径，迫使我们从科学底部
不断质疑。读书最大的好处，是让
我们很快静下心来，看清楚科学热
闹背后的挑战，更有能力从科学的
源头找到好问题。

衷心希望，在我们复旦这片
沃土上，诞生引领未来的科学王
朝，建立影响世界的科学中心。

（本文系高分子科学系主任
彭慧胜在主题教育读书班第六
次专题研讨会上的发言稿）

专家讲解

彭慧胜：浅谈基础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