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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地携手共建启东复旦医学创新研究院

9 月 17 日下午，复旦大学和

启东市共建启东复旦医学创新研

究院座谈交流会暨签约仪式在江

苏省南通启东市举行。双方签署

合作协议，共建启东复旦医学创

新研究院，共育人才，共谋发展。

南通市委书记吴新明，南通

市委副秘书长、市委办公室主任

任新峰，启东市委书记杨中坚；

复旦大学校长、上海医学院院

长、中国科学院院士金力，常务

副校长许征，基础医学院院长雷

群英共同见证协议签署。校党

委副书记、上海医学院党委书记

袁正宏，启东市委副书记、市长

蔡毅代表双方签署合作协议。

启东与上海一江之隔，与复旦

一衣带水，启东与复旦围绕生命健

康领域携手共建高水平医学创新

研究院，是双方共同服务国家重大

战略，推进长三角科技创新共同体

建设的重要举措。金力表示，复旦

大学在生命健康全链条创新体系

建设和链接上有整体优势，近年来

学校积极发挥资源优势，推广科技

成果转化和产业化经验，推动生命

健康领域校地合作落地生根。下

一步，研究院要进一步深入了解地

方需求和企业需要，找准定位，把

自身发展融入到地方发展中，真正

在启东扎下根、融进来、长起来。

要以基础医学院为纽带，带动整个

复旦大学生命健康、医学等领域的

更多资源导入研究院，共同推动一

流学科发展，共同培养创新人才，

打造长三角生命健康创新基地。

希望双方携手共进，走出一条任务

牵引、需求导向、产学研联动的协

同融合之路。

南通正抢抓长三角一体化发

展等重大战略机遇，积极谋划建

设长江口产业创新协同区，努力

打造全省高质量发展重要增长

极。吴新明表示，站上机遇新风

口的南通，迫切需要与复旦大学

这样的名校加强交流合作。研究

院的签约落地不仅是推进长江口

产业创新协同区的一个重要项

目，更是天时地利人和的一场“双

向奔赴”，此次合作必将加速释放

优质资源效应，推动生物医药产

业强链补链延链、实现更高质量

发展。他强调，南通将提供最完

善的政策、最高效的服务、最优质

的环境，与研究院共同走出一条

产学研用紧密“耦合”的新路，以

更高质量校地合作，更好服务长

三角一体化发展战略。

本次项目签约，对复旦大学

和启东的合作具有里程碑式的

意义。杨中坚表示，启东将始终

秉承资源共享、优势互补、深度

合作、协同发展的原则，组建专

班服务小组，健全常态化沟通机

制，竭尽所能支持启东复旦医学

创新研究院的建设发展，最大限

度释放合作共赢的活力，全力打

造校地合作新标杆。

会上，雷群英介绍了启东复

旦医学创新研究院建设计划、合

作模式、研究内容等情况。

签约仪式前，金力一行实地

考察了启东生命健康科技园规

划展示馆，听取启东生命健康产

业发展情况、启东复旦医学创新

研究院选址布局的相关介绍。

本报记者胡慧中

服务国家重大战略，推进长三角科技创新共同体建设

根据合作协议，校地双方将贯彻创新驱动发展、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战略，围绕生物医学

相关专业领域，建设专业性、公益性、开放性的高水平新型研发机构，促进相关学科发展、科

学研究和成果转化，培养国际一流创新人才，孵化科技创新企业，推动校地合作交流，支持

招才引智，以创新链带动启东生命健康产业发展。

“布袋院士”“造孔之人”……

在2023感动上海年度人物、中国

科学院院士、复旦大学化学与材

料学院院长赵东元身上，有着许

多标签，但他最钟爱的就是教师

这个身份。教书育人二十载，他

笃信“课比天大”，连续20年面向

本科生讲授基础课程“普通化学”，

出差就连夜赶回，连生病需要手

术也会为课堂“让路”。躬耕三尺

讲台，他说教师的神圣职责就是

八个字：“传授知识、创造知识。”他

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

“上课迟到是教学事故”

“课比天大”“迟到5分钟就是

教学事故”，无论是获得2022年上

海“科技功臣奖”媒体采访后，一

路小跑离开，还是领取2020年度

国家科学技术奖国家自然科学奖

一等奖后匆匆赶回上海，“普通化

学”这门“不能迟到”的课，成了介

孔材料之外，提起赵东元，大家就

会想到的关键词。

“我喜欢给学生上课，尤其

是本科生。”从2003年起，赵东元

成为这堂面向复旦全校自然科

学大类大一学生的专业基础课

——“普通化学”的主讲教师，一

周两次课，连续 20 年，他几乎从

未间断，出差就连夜赶回，连生

病需要手术也会为课堂“让路”。

赵东元说：“不论国家给我

多少荣誉，学校给我什么样的位

置，其实我就是一个教师。”作为

全校的通识课程，这门课程概念

多、内容抽象，但他总能把课程

讲得诙谐有趣、深入浅出，并结

合材料科学最新进展给大家讲

解元素的性质。课程获得 2013

年度上海市教学成果奖、2014年

度国家级教学成果二等奖，也成

为第一批复旦大学课程思政建

设示范课。今年，“普通化学”入

选2023年国家级一流本科课程。

即使这门课已经讲了 20 多

年，但赵东元仍旧会坚持备课，

再忙都会在每次上课前一天抽

出一整个下午，把自己关在办公

室里逐页地去梳理课件。

“腹中无货会被赶下台”

赵东元的学生、化学系副主

任李伟在接续传递站上“普通化

学”课的讲台前，赵东元让他做了

两年的旁听生。第一次上课前，

他把李伟叫到办公室，让他当面

试讲，两人用了一下午的时间反

复打磨。赵东元告诉他，“肚子里

没货会被学生赶下来的。”

赵东元曾记得，一次课上，

有个化学竞赛生提了一个把他

难住的问题。为此，他召集了课

题组所有老师，开会讨论，只为

第二天能给学生一个答复。如

今，真正站在讲台上，李伟也懂

得了其中的奥义，“赵老师告诉

我，必须尊重学生、尊重知识。

这些新生是真正富有创造力的，

他们什么都敢问，有几次，我被

学生问得差点下不来台，所以，

我也会不断学习精进。”

谈起教师这个职业，赵东元

脸上的笑意藏不住，“国家发展

到今天，非常需要人才，需要把

科学知识、科学的精神、科学的

环境，一代一代的相传，这是教

师义不容辞的责任。”

“人才是靠‘悟’出来的”

他很注重科研梯队的建设和

青年人才的培养与指导。在他的

团队里，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每

次赵东元获奖拿到的奖金，有20%

至30%用来资助年轻学者发展。

“我办公室的大门随时向你

们敞开，欢迎你们随时过来跟我

讨论”，这句话，赵东元常挂在嘴

边。在他看来，作为一个老师，

应当深入了解学生，个性化教

学，因材施教，“教是教不出好学

生，只能‘悟’出来。”

从“0到1”，赵东元带领团队

发明了 20 余种以复旦大学命名

的介孔材料，荣获多个国内外重

量级学术奖项，研究成果也转化

催生出了介孔碳超级电容器、钯

介孔碳催化剂、铜锰介孔碳催化

剂等产品，应用于上海世博会、

北京奥运村等场景。对于创新，

赵东元有自己的思考，“被‘卡脖

子’归根结底还是创新不够，需

要提高全民创新意识。”

“生活中处处是科学，随时

随地都可异想天开。”对化学乃

至科学整体的热爱，让赵东元会

利用一切可能的机会，为大众介

绍化学和材料的知识。

本报记者 赵天润
本报记者 成钊摄

他是造孔“魔术师”，更是“课比天大”的教师

▲“2023感动上海年度人物”赵东元院士在实验室指导学生

本报讯 9月 19日，“上海·
临港杯”人工智能全球创新大赛
暨港澳大学生创客马拉松活动启
动。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金力
出席启动仪式并致辞。

为响应“大众创业，万众创
新”号召，加强内地与港澳地区大
学生科创合作，在教育部及全国
青联指导下，复旦大学与中国（上
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临港新片区
管委会联合主办本次大赛。
本报记者殷梦昊实习记者李昂

促进合作共赢
青年“创客”相约临港

坚持“三服务”
上海复旦校友会换届

本报讯 9月23日下午，上海
复旦大学校友会第九届换届大会
在相辉堂召开。校党委书记裘新
出席并致辞，上一届理事会会长黎
瑞刚校友连任会长。上海复旦大
学校友会约800名校友出席大会。

上海校友会坚持“服务校友、
服务母校、服务社会”的宗旨，为
支持校友和母校发展发挥了重要
作用，作出了重要贡献。会上，上
海复旦大学校友会第九届纪念版
数字藏品发布。本报记者汪蒙琪

本报讯 9月16日、18日，复
旦大学参军入伍的7名学子，先
后奔赴火热军营。

9月15日，校党委学工部、医
学学工部、武装部和参军学生所在
院系的相关负责人及老师，分别到
杨浦区、奉贤区民兵训练基地召开
座谈会，欢送参军学生。 文 / 舒坦

入伍新兵启程
7名复旦学子赴军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