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要闻
一、二版编辑/黄文发2 星期日 2023.11.26

本报讯 11月25日上午,
复旦大学第八届乐跑赛开跑。
1600余名师生和校友欢聚一
堂，享乐趣、增体质、炼意志。
从光华大道到相辉堂、从老校
门到望道路，复旦人用脚步丈
量熟悉的地标。

本次乐跑赛共设置10公
里竞技跑、3.3公里竞技跑、
3.3公里健康跑、1.3公里亲
子跑四个组别，还特别设置10
公里竞技跑校友组。30位复
旦基金会志愿者“小蛋卷”以
跑助捐，获得社会爱心企业的
公益配捐，以支持复旦大学的
教育与发展事业。

本报记者章佩林
实习记者张怀艺摄

第八届乐跑赛开跑

共论“一带一路”十年经验与新机遇新挑战

本报讯 11 月 24 日，第七届

“一带一路”与全球治理国际论坛

在沪开幕。本届论坛以“‘一带一

路’的十年经验与新挑战”为主

题，由复旦大学与中共中央对外

联络部“一带一路”智库合作联盟

联合主办，复旦大学一带一路及

全球治理研究院与中联部当代世

界研究中心联合承办。

第一个蓬勃十年，“一带一

路”国际合作从“大写意”转变为

“工笔画”、从规划图转化成实景

图、从硬联通扩展到软联通，取

得了什么经验与成果？下一个

金色十年，面对世界 之变、时代

之变、历史之变，将面临哪些机

遇与挑战？“一带一路”与全球治

理相关领域的近 200 位国内外

政、商、学界专家学者齐聚上海，

回望过去十年的历史性成就，总

结成功经验，把握时代脉搏，共

同探讨新形势下全球性治理所

面临的机遇和挑战，携手为奏响

丝路乐章的下一个“金色十年”

贡献力量。

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副部

长郭业洲，中国教育国际交流协

会副会长、复旦大学原党委书

记、一带一路及全球治理研究院

院长焦扬，中国进出口银行首席

风 险 官 李 忠 元 在 开 幕 式 上 致

辞。开幕式由复旦大学常务副

校长许征主持。瑞安集团主席

罗康瑞以信件形式向论坛召开

表达了祝贺和祝福。

本届论坛设有三场专家研

讨会，分别从政治、经济和文化

角度探讨高质量建设“一带一

路”中的热点和难点问题。论

坛还分设“一带一路”企业家论

坛和“一带一路”公共卫生研讨

会，同时特设第四届政治学与

国际关系学院联盟会议及中巴

经济走廊十周年专场。来自 30

多个共建国家不同领域的百余

位专家、学者和企业家代表立

足不同视角，回顾“一带一路”

的各项卓越成就，充分交流总

结经验，为高质量共建“一带一

路”开辟新方向、新愿景，寻找

新动能。

自 2017 年 以 来 ，“ 一 带 一

路”与全球治理国际论坛已成

功举办七届，累计有来自 60 个

共建国家近 1600 余人参会，汇

聚国内外政界学界精英，共商

共建“一带一路”及全球治理诸

多议题，既促进中外学术、人文

交流和民心相通，又建立起中

国企业“走出去”和外资“引进

来”的产学研一体化平台。论

坛积极向世界传播中国实践经

验，深化文明交流互鉴，在国内

外获得广泛影响，是“一带一

路”重要的品牌国际学术论坛。

本报记者李斯嘉
实习记者蔡思若

赵旭纯吴逸萌李继鹏

第七届“一带一路”与全球治理国际论坛在沪举行

在马来西亚造纸企业 Vin-

da Malaysia Sdn. Bhd.的工厂，一

套具有高兼容性和强数据融合

能力的数字化清洁生产平台正

在高效运转。

今年 9 月，复旦大学环境科

学与工程系教授王玉涛带领团

队赴当地完成了海外清洁生产

示范工程现场验收。这一工程

打破了企业生产线此前存在的

数据壁垒，有效提升生产效率，

加强物料能量利用，以科技赋

能“绿色丝路”发展。

十年来，复旦大学立足教育

科研人才优势，助力“一带一路”

高质量发展。

立足科研互联互通

面向海外企业的清洁生产

需求，王玉涛带领团队研发了数

字化智能化清洁生产平台，通过

起草并集成应用五项海外企业

清洁生产技术标准，为企业实现

面向清洁生产的生产数据融通、

数据深度利用、智能功能集成、

生产追溯与生态足迹分析提供

了有效工具。

截至目前，数字化清洁生产

平台已累计超过 500 万条数据，

团队所编制的标准也为海外企

业碳中和实践和清洁生产平台

运维管理提供了指导。“上述标

准达到了清洁生产技术标准的

国际先进水平，对提升‘一带一

路’共建国家造纸行业清洁生产

水平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和推

广前景。”马来西亚科学院院士

Dominic Foo说。

从陆地到海洋，复旦始终在

丝路考古领域积极探索。2019

年，复旦大学一带一路考古与古

代文明研究中心成立。“我们主要

研究汉代以前的东西文化交流状

况，旨在促进文化融合与民心相

通，更好地服务国家‘一带一路’

建设。”复旦大学一带一路考古与

古代文明研究中心主任、文物与

博物馆学系教授王辉说。

以机制为纽带，以合作为桥

梁，复旦立足科研互联互通，积极

扩大“朋友圈”，为“一带一路”建

设提供智力支持。

复旦大学一带一路及全球治

理研究院推出“一带一路”及全球

治理系列研究报告，建院六年来，

累计提交决策咨询专报近百份，

发布 100 多期专题研究报告，承

担国家和省部级课题项目近 30

项，推出《世界铁路的地缘政治考

察》《RCEP建设与“一带一路”高

质量发展》等多部著作。

无论是参与建设“一带一

路”国际智库合作联盟、中巴经

济走廊大学联盟、金砖国家大学

联盟、中国教育国际交流协会

“一带一路”教育国际交流分会，

还是牵头建立复旦-拉美大学联

盟、“一带一路”人类表型组联合

研究中心、政治学与国际关系学

院联盟、中国-阿拉伯公共政策

与管理学院网络等学术交流平

台，复旦始终致力于推动“一带

一路”教育合作与学术交流，参

与搭建国际性的合作协同网络，

汇聚共建“一带一路”国家专家

学者，共享智慧、共谋发展。

推动青年友好互鉴

今年7月，由复旦大学、上海

市对外文化交流协会等单位共同

主办的第七届澜沧江-湄公河流

域治理与发展青年创新设计大赛

（YICMG）在中国青海举行。作

为澜湄合作机制的有机组成部

分，YICMG 在中国上海、青海、

广西，老挝，柬埔寨等地办赛，鼓

励六国青年关注澜湄流域治理和

发展的现实问题，实现“从书斋到

田野”的调研、实践和探究。

为进一步推动澜湄合作，复

旦牵头成立的澜湄青年交流合作

中心积极拓展线上合作路径，举

办首届澜湄高校教师线上教学技

能培训，为六国31名高校教师开

设相关课程；澜湄青年创新创业

线上训练营、“澜湄青年在线”线

上交流平台也成为六国青年全方

位交流和人文交往的载体。

过去十年间，复旦招收共建

“一带一路”国家学历生超过

1700 人，开设国际商务、全球化

经营与管理、汉语国际教育、金

融、传播学、世界经济、临床医学

等课程项目，积极推动共建“一

带一路”国家人才培养。

助力打造“健康丝路”

在中巴经济走廊最南端的

巴基斯坦瓜达尔港，由中国红十

字会援建的中巴博爱医疗急救

中心正坐落于此。

作为中巴经济走廊建设中的

首个医疗中心，中巴博爱医疗急

救中心是保障瓜达尔港建设中方

人员及当地居民健康的重要依

托，也是中巴经济走廊沿线医疗

中心的样板工程。自2017年起，

由附属华山医院组建的中国红十

字援外医疗队共派出四批共 17

名医务人员投身中巴博爱医疗急

救中心的建设任务。2020 年 10

月，附属华山医院援外医疗队结

束医疗援助任务，顺利将该医疗

站点移交巴方。

今年 10 月 27 日，受国家和

上海市卫生健康委指派，附属

中山医院骨科医师姜允琦作为

队长带领第 196 批援摩洛哥中

国医疗队从上海出发，奔赴摩

洛哥塞达特开展为期两年的医

疗支援活动。截止目前，复旦

大学附属医院已累计派出支援

摩洛哥医疗队员260人。

在不久前举行的第六届亚

洲医学周开幕式上，附属中山

医院发布了“复旦中山-‘一带

一路’国际合作共识”，通过建

立共商、共建、共享的合作机

制，附属中山医院将与更多共

建“一带一路”国家携手共走临

床服务之路、科技创新之路、人

才培养之路、学术交流之路、管

理精进之路。

十年奋发，“一带一路”这颗

梦想的种子，渐渐长成枝繁叶茂

的参天大树。未来，复旦将扬帆

再起航，谱写发展新篇章。

本报记者 汪蒙琪

十 年 ，这 是 复 旦 描 绘 的 画 卷
今年是“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十周年。从倡议到实践，“一带一路”合作从无到有、蓬勃发展，取得实打实、沉甸甸的成果。

十年来，复旦大学立足教育科研人才优势，打造特色品牌项目，推进科研互通、人文交流、医疗合作，助力“一带一

路”高质量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