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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兵前行：既仰望星空 又脚踏实地
将儿科医学知识搬上科普

舞台，她是孩子们眼中的“医生

姐姐”；梦想成为一名“临床科学

家”，将科研创新就业规划娓娓

道来，她是学生眼中的“金牌辅

导员”；愿做一朵绽放在中西部

的玉兰花，将澜湄青年交流线上

续航，他是队友眼中靠谱的“团

队负责人”。

希望扎根基层、丈量祖国大

地，他们既有仰望星空之“敢

想”，又有脚踏实地之“敢为”，他

们是复旦研究生优秀学生干部

标兵。

生动讲述“病毒历险
记”，走好儿科临床医学路

2014 年 秋

天，杨然成为一

名在儿科专业

学习的学生，于

她而言，这份选

择既包含机缘

巧合，又恰是水到渠成。

杨然高中时，弟弟患了肺

炎。那时，她意识到由于缺乏医

学知识，即使是儿童肺炎这种常

见疾病也令家长感到无助。因

此，她希望成为儿科医生，关键

时刻为家人提供一颗定心丸。

上大学后，虽听过诸如“金眼科、

银外科、哭哭闹闹小儿科”之谈，

然而在选择研究生方向时，她仍

旧义无反顾地选择成为复旦大

学附属儿科医院博士研究生。

在杨然看来，帮助小朋友很

有意义，“给小朋友做手术，操作

力求精细，即使是缝合伤口，也

觉得是一种艺术。”一次夜急诊

中，杨然和带教老师遇到一位焦

急的妈妈，说孩子玩的小钢球玩

具不见了，孩子自称是吞掉了但

无法确认。杨然听带教老师耐

心问诊：“小朋友你玩的球是什

么颜色的？”“你把它吞下去了

吗 ？”“ 吞 下 去 后 它 是 什 么 味

道？”……一系列细致的问题，帮

助确认言语表达能力较弱的幼

儿的状况，由此确定后续检查。

杨然把对儿童健康的关爱

带到医院以外。担任儿科医院

研究生会主席期间，她组织举办

小医生抗疫工作室，通过健康活

动小课堂形式讲解校园意外伤

害的预防及处理、病毒相关知识

等。在课程中，她创设“病毒星

球”概念，制作一系列病毒模型，

帮助小朋友认识病毒。利用儿

科医院的手术模拟室，杨然邀请

小朋友实景扮演医护角色，惊喜

地发现孩子们的接受能力甚至

比家长还强，“他们有强大的学

习力，或许改变对医学的认知应

该从娃娃抓起。”

成为孩子们眼中超人般的

“医生姐姐”并非易事，杨然就像

《少年 Jump 热血漫》中的角色，

一路披荆斩棘。背超厚的书、做

超久的实验乃是常事。因课题

需要，她转向生物信息学的研

究，自学代码，戏称自己为“兼职

码农”。

硕博期间，杨然获得可喜成

绩，发表 SCI 论文 7 篇（一作 4

篇）。

是学生的知心大姐
姐，也是一朵愿绽放在中
西部的白玉兰

以 第 一 作

者身份在国际

顶刊 ACS En-

ergy Letters 发

表论文 1 篇，参

与发表 SCI 论文 8 篇，申请专利

2 项（授权 1 项）……在许多同

学眼中，高分子科学系 2020 级

博士研究生马明钰是位“科研

达人”。博士期间，她进行国家

重大科技攻关课题“新型含氟

聚合物合成”、“聚合物电解质

在锂电池中的应用”等前沿交

叉研究。

她曾度过无数个与实验相

伴的夜晚。在做“氟聚合物于锂

电应用”课题时，凌晨三点，发现

重复多次的实验数据仍旧存在

错误，“当时心中有一股倔劲”，

她说，“就想着无论如何今晚都

要把数据修复出来。”数小时的

重复实验后，终于处理完全部数

据。她回忆：“解决问题的方法

虽已模糊，但鱼肚白的天空、还

没熄灭的路灯和叽叽喳喳的鸟

鸣始终在我脑海里。”

2020 年 9 月起，她担任高分

子 科 学 系 2020 级 硕 士 班 辅 导

员。这种“再坚持一下”的韧性，

也影响到她的学生们。硕士生

自研二开始求职之路，然而，突

如其来的疫情打乱了多数学生

的计划。她与班级 61 名学生一

对一联系，沟通个人科研计划，

鼓励他们主动与导师交流。组

织多次学术报告和科研讲座，予

以科研方法论的指导，帮助学生

们科研不断线。

成为学生们眼中的“知心大

姐姐”，离不开她对学生个人发

展规划的清晰了解。研一结束，

她记录下每位同学的初步发展

计划，尽可能提供建议与帮助。

她设立党员校友导师制度，邀请

党员校友开展创新创业、求职生

涯、基层选调、求职经历等分享

会，“牵线搭桥，请更专业的前辈

来帮忙。”

在“中国制造 2025”企业走

访中，马明钰被国企精神所感

动，“花费很多精力、时间做一件

事情，即便几年内效益不明显，

但坚持在做。”因此她早早定下

发展的主基调：到中西部去，到

国家重点领域去。“希望用‘一直

在做’的勇气，攻克技术难关，推

动中西部地区的发展。”

在澜湄交流中拓展国
际视野，在基层一线丈量
祖国大地

“在忙碌中

收获成长与感

动。”来自国际

关系与公共事

务学院的 2020

级研究生周滨

滔如是总结自己在第五届澜沧

江-湄公河流域治理与发展青

年创新设计大赛中的工作。

2021 年 3 月，周滨滔成为大

赛秘书处学生团队负责人。这

一届赛事在线上举行，要在新形

式下确保澜湄流域青年交流不

断线，对周滨滔及其团队的沟通

协调能力要求更高。虽有担任

大赛嘉宾组组长的经历，他仍觉

压力颇大。

无 法 面 对 面 沟 通 具 体 事

宜，团队使出浑身解数寻找各

国选手、嘉宾的联络方式，除电

话、电子邮件外，社交软件也成

为团队的主要联络工具之一。

“为了联络缅甸的与会者，我们

还注册了当地人常用的社交软

件 ——WhatsApp，方 便 及 时 交

流。”

会前告知与会者参会链接、

与会注意事项，尚有较为充裕的

准备时间，而及时解决会中出现

的问题，更具挑战性。会议中，

时有与会者发言时因网络卡顿

导致声音模糊无法辨别，或因时

差计算错误未能准时入会，或是

会议链接失效无法入会。除采

用多种方法及时联系相关人员

外，周滨滔化工作流程，召集嘉

宾组、选手组、评委组、会务组的

组长每周开例会，了解各组阶段

性工作进展，协作解决工作难

题。他还尝试细化会议通知，将

时差考虑在内，发布试验版会议

链接，争取在正式会议开始前解

决问题。

在澜湄青创赛中获得的工

作经验固然重要，然而对他而

言，更为宝贵的是在此期间收

获的感动。大赛中六国青年共

同 录 制 全 球 团 结 抗 疫 宣 传 视

频，大赛结束后越南评委主动

将评审酬金捐给当时河南暴雨

受灾地区……这些都让周滨滔

庆幸能通过团队协作使“同饮

一江水，命运紧相连”的澜湄精

神继续延伸，也更深入理解“其

国之交在于民相亲、心相通”的

内涵。

“纸上得来终觉浅”，了解基

层一线工作很有必要，周滨滔用

脚步丈量祖国大地。他自学考

取法律职业资格证书，曾前往贵

阳 市 中 级 人 民 检 察 院 挂 职 锻

炼。草拟材料、整理卷宗，在细

碎的工作中展现坚持的力量。

去年下半年，他报名参加“人民

城市”青春实践团，前往市政协

宣传处实习锻炼，参与筹备“两

会”事宜，“用在大城市学到的先

进经验做好地方治理，很有意

义。”

实习记者 姚舟怡

图书馆数据库导航全新升级图书馆数据库导航全新升级

校图书馆本学期全新升级

数据库导航，覆盖各个学科和专

业。数据库导航 PC 端（https://

libdbnav.fudan.edu.cn/）、移 动 端

（公众号复旦大学图书馆微服

务-微主页-数据库导航）全新

上线，替换原学术资源门户。

新版有多种浏览方式，可按

字母顺序浏览、按学科浏览、按

文献类型浏览。需要统计数据

资源、想查找专利，点击按类型

浏览，数据、年鉴、专利、学位论

文、古籍文献等，数据库资源都

有。还有多媒体资源，学英语、

找高品质图片、看学术视频、赏

高雅歌剧等。

点击组合检索，按类型和学

科类别同时检索，可以更精准地

找到需要的数据库资源。

每个数据库后面都配备了

数据库介绍和使用教程。数据

库检索方法和常见问题也整理

齐全了，有问题可以联系责任馆

员。

点击收藏常用的数据库，统

一身份认证登录后就可以在“我

的收藏”中快速找到。登录后，

收藏夹的数据库在 pc 端和移动

端数据同步更新。

本报记者 戚心茹

两名硕士生获青年文学奖两名硕士生获青年文学奖
第二届“京师-牛津‘完美

世界’青年文学之星”评选近日

揭晓。我校中文系创意写作专

业两位硕士生获奖。史玥琦的

《夜游神》和谢诗豪的《遗物》分

获中方高校组金奖、银奖。

本届评选活动中，中方设置

高校组设金奖1名、银奖2名、提

名奖9名，期刊组金奖1名、银奖

2 名；英方设金奖 1 名、银奖 2

名、提名奖7名。

经专家学者推荐，本届活动

共有 31 篇作品参评。3 月，由李

敬泽、格非、毕飞宇、张炜、叶兆

言五位著名作家组成的终评委

员会经过充分的讨论与投票，最

终评选出获奖作品。

本次评选重视艺术价值与

思想价值的兼顾，鼓励不同题材

与风格的创作，力求发现有潜力

的文学新人。本届的亮点是增

设了期刊组推荐评选，旨在更广

泛地发现并激励青年作者，推动

文学的发展。

该项自 2021 年起，每年举

办一次。

来源：中文系
■ 数据库介绍和使用指南

实体投教基地落成管院实体投教基地落成管院
“兴证全球基金-复旦管

院实体投教基地”3 月 20 日在

复旦管院正式落成，力求以优

质的原创投教内容，为师生提

供“看得懂、记得住”的金融知

识。

优秀的企业与优秀的学院

携手，共同为学生提供丰富的课

堂、打好广阔的知识基础，引导

大家走上正确的道路、拥有良好

的投资观，并基于这些共识走好

投资和人生之路。

在此之前，管理学院与兴证

全球基金已有较为广泛的合作，

包括模拟证券投资大赛、学生成

长基金硕博连读项目、价值投资

实务课程、社创大赛等公益项目

及投教活动。而本次投教基地

的落成，也是双方合作全面深化

的体现。在建设实体投教基地

的同时，发布了兴证全球基金互

联网投教基地，实现线上+线下

投教知识联动，着力打造以基金

投资、养老投资、责任投资为主

题的书籍、专栏、音视频等多元

内容。

随着投教基地的落成，兴证

全球基金 2023 年首场“一司一

省一高校”线下讲座也于当日在

学院举办，分享了“3· 15 投资者

保护主题教育活动”、“基金行业

话养老”等相关知识。

来源：管理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