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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5 月 1

日是“五一”国际劳

动节，校党委书记焦

扬，校长金力分别走

访慰问奋战在邯郸

校区各网格抗疫一

线的劳动者，致以节

日的问候。校领导

许征、周亚明、尹冬

梅、金海燕、汪源源

等参加慰问。校领

导陈志敏在张江校

区慰问。

“感谢你们筑起

校园安全的第一道

安全防线。”在东二

门，焦扬慰问安保后

勤人员。

在东区学生生

活园区看望住楼辅

导员时，焦扬说，“作

为学校与学生之间

沟通的重要桥梁，大

家用热情温暖同学，

用毅力克服困难，坚

持学习，坚守岗位，

以身表率，感谢有你

们这群可敬、可爱的

人。”焦扬还慰问了

宿管阿姨。

在东区户外超

市，焦扬与前来购物

的同学及负责维持

秩 序 的 志 愿 者 交

流。在旦苑餐厅，焦

扬亲切慰问食堂员

工，并特别叮嘱相关

部门要持续关爱食

堂员工。随后，焦扬

向光华楼物业人员

致以节日祝福。

在防疫物资仓

库，焦扬询问现场防

疫管理人员的生活

保障、物资发放情

况。焦扬称赞大家

是抗疫不可或缺的

幕后英雄。

在北区学生生

活园区，焦扬看望慰

问驻扎一线的学工

队伍，了解学生学

习、生活、思想等情况。

金力首先来到微电子楼，慰

问微电子学院院长、全国“五一

劳动奖章”获得者张卫及其团

队。在手性分子催化与合成工

程中心，金力慰问留校坚持开展

科研工作的中国工程院院士、化

学系教授陈芬儿。

在南区正大体育馆，金力慰

问驻守校园的后勤人员，了解生

活保障情况。在南区一期门口，

金力与驻楼辅导员开展交流。

在南区学生生活园区，金力慰问

留校驻守的宿管阿姨。在南区

户外超市，金力与购物同学、志

愿者们开展交流。

最后，金力慰问南区食堂员

工及园区安保人员。他表示，学

校正加紧研讨餐食分发模式，减

轻分餐压力，继续增设紫外光等

消杀设备，用科技成果助力抗疫

消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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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荣誉代表过去荣誉代表过去，，我每天有很多事要做我每天有很多事要做””
深耕集成电路领域 28 年，张卫教授获全国五一劳动奖章

致敬劳动者致敬劳动者致敬劳动者致敬劳动者致敬劳动者致敬劳动者致敬劳动者致敬劳动者致敬劳动者致敬劳动者致敬劳动者致敬劳动者致敬劳动者致敬劳动者致敬劳动者致敬劳动者致敬劳动者致敬劳动者致敬劳动者致敬劳动者致敬劳动者致敬劳动者致敬劳动者致敬劳动者致敬劳动者致敬劳动者致敬劳动者致敬劳动者致敬劳动者致敬劳动者致敬劳动者致敬劳动者

谈到未来微电子学院的发

展，张卫说，学院将面向学科前

沿和国家重大战略的需求，在

平台建设、科研创新和人才培

养等方面积极进取，特别是要

探索集成电路人才培养的新模

式，解决产业核心技术问题，培

养产业急需的创新型领军人

才，走出一条新路径。

张卫说，集成电路是信息

产业的基础。复旦大学集成电

路学科成为教育部公布的新一

轮“双一流”学科建设名单中全

国高校唯一入选的“集成电路

科学与工程”学科。复旦大学

微电子学院已是国家示范性微

电子学院的典型代表，将努力

建设成为集成电路基础源头创

新、前瞻性技术攻关和高层次

人才培养的国际一流微电子学

院，为建设特色鲜明、引领创

新、享誉世界学术殿堂的“第一

个复旦”作贡献。

离开科研、教学，张卫的生

活很简单，平常他最喜欢的活

动就是跟家人一起打乒乓球或

羽毛球。长期以来，他保持良

好作息习惯，每天晚上 11 点之

前睡觉，早上 6 点钟起床，以充

沛的精力投入到新的一天。

受疫情影响，这段时间微

电 子 学 院 实 验 室 暂 时“ 停

摆”。作为导师，为了缓解学

生的科研焦虑，张卫做了一些

调整，让科研不间断，包括布

置阅读新的文献、总结前期实

验经验、讨论进一步完善实验

计划……做实做足前期功课，

等待条件允许时快速投入和推

进实验。

在“五四”青年节来临之际，

张卫寄语青年师生：“复旦青年

有理想、有抱负。你们处在一个

伟大的时代，要树立远大目标，

将个人的规划和国家的需求紧

密结合，努力成为担当民族复兴

大任的时代新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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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经28年，复旦大学微电子学院院长张

卫教授从一个初出茅庐的科研人员，成长为

国内集成电路领域的领军人物，获得无数荣

誉。日前，他荣获2022年全国五一劳动奖

章。他说：“荣誉只代表过去，我得继续努力

工作，每天都有很多事情要做。”

张卫教授说，集成电路是信息产业的基

础。复旦大学集成电路学科成为教育部公

布的新一轮“双一流”学科建设名单中全国

高校唯一入选的“集成电路科学与工程”学

科。复旦大学微电子学院已是国家示范性

微电子学院的典型代表，将努力建设成为集

成电路基础源头创新、前瞻性技术攻关和高

层次人才培养的国际一流微电子学院，为建

设特色鲜明、引领创新、享誉世界学术殿堂

的“第一个复旦”作贡献。

“

日前，复旦大学微电子学

院院长张卫教授在知悉自己获

得 2022 年 全 国 五 一 劳 动 奖 章

时，他说：“荣誉只代表过去，我

得继续努力工作，每天都有很

多事情要做。”

1995 年 6 月，张卫博士毕业

后到复旦做博士后，合作导师是

电子工程系的王季陶教授。期

间，他瞄准本领域的国际学术前

沿，开展了先进铜互连技术和低

介电常数互连介质等研究，并取

得了很好的学术成绩。博士后

出站后，张卫留校工作，继续专

注于集成电路领域的创新研究。

之后，张卫在德国做了一年

半的洪堡学者，2002 年 5 月他回

到复旦大学。在学校和学院领

导的大力支持下，他在国内率先

开展了原子层沉积(ALD)高 k 栅

介质的研究。2003 年他搭建了

国内第一台原子层沉积实验设

备，随后他组织举办了第一届中

国原子层沉积技术学术会议，邀

请国内外ALD领域专家参会，迅

速扩大复旦大学在集成电路前

沿领域的国际影响力。

如今，中国原子层沉积学术

会 议 (CALD) 已 成 功 举 办 了 9

届。张卫教授团队在原子层沉

积领域的研究也取得了丰硕成

果，发表相关学术论文120多篇。

历经28年，张卫从一个初出

茅庐的科研人员，成长为国内集

成电路领域的领军人物，获得无

数荣誉。这一切的背后，离不开

他的“死磕”。在他看来，“做科

研，是我的工作，也是我长久的

坚守。”

微电子学院青年教师孙清

清，2004 年还是一名大四的学

生，当时他在张卫教授课题组

做毕业设计。每次跟来自美国

的 工 程 师 一 起 安 装 设 备 的 时

候，他发现旁边总有一个人，那

就是张卫。

“几天接触下来，我感觉张

老师是一个非常严谨的人，能从

他身上学到东西。”本科毕业后

孙清清跟着张卫教授攻读研究

生。他和张卫的缘分，自2004年

延续至今，已成长为一名学科带

头人。

“有时候，在大家觉得‘没必

要’或‘不可能’的时候，他就不

放弃，死磕，最后成功推进了。”

孙清清说。

“集成电路领域的研究需要

产学研深度合作。”孙清清回忆，

“张老师经常带着我们跟企业去

谈，有时候每周都要乘飞机过

去”。“张老师的坚持打动了对

方，最终合作得以成功。”孙清清

说，如果中间不坚持，事情肯定

就“泡汤”了。

微电子学院 2019 年直博士

徐航说：“老师对科研的态度非

常认真严谨。有问题找他时，

讨论中，他连一些小细节都不

放过。他还会就你提出来的问

题发散到面上，让你了解一些

之前没考虑的问题，帮你理清

科研思路。”

凭着这份韧劲，张卫几十年

如一日，在科研路上孜孜不倦。

近年来，他牵头承担了 8 项国家

和上海市重大、重点科研项目，

在 Science、 Nature Materials、

IEEE Electron Device Letters、

IEEE TED等本领域国内外学术

期刊及会议上发表论文 300 多

篇，申请发明专利180多项。

“作为一名老师，首要任务

是教书育人，为行业培养高质

量的人才。”张卫说。除了潜心

探索科研工作，张卫坚守在教

学 一 线 。 他 还 给 本 科 生 讲 授

《半导体材料》课程。

一 位 复 旦 微 电 子 专 业 20

年前毕业的学生，现在已是企

业高管，依然对张老师激情讲

授的《半导体材料》课程印象

深刻。

在张卫看来，“大学教育对

一个学生未来职业规划和选择

非常重要。作为老师，我想不

仅仅是做科研，更是作为人生

导师。不仅传授知识，更要活

用我过去几十年的人生阅历，

引导学生成长。”

多年来，张卫培养了一大

批集成电路领域优秀人才，其

中 5 人获得国家高层次人才等

称号，40 多人担任我国集成电

路头部企业高管和核心技术人

员，成长为我国集成电路领域

的领军人物。

这两年，张卫还为高中生

先修课堂上课，讲授“改变世界

的芯片技术”。

张卫说，芯片是现代工业

的粮食，是我们国家高科技强

国建设的重要一环，希望通过

先修课堂，让中学生对研究有

了解，激发他们对科研世界的

思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