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浦江科学大师讲坛上“造孔之人”讲述科研

（上接第1版）

成立相辉研究院，建设基础研究
特区，创新共建上海数学与交叉
学科研究院，聚有用之才、探未知
之境。雷群英、徐文东入选“新基
石研究员项目”。举办四期“浦江
科学大师论坛”，邀请世界顶尖学
者讲学。开展“四敢四尖”干部人
才大摸底，整体性推进人才发展
体制机制改革，努力构建“顶尖、
冲尖、拔尖、冒尖”的人才引育体
系，全年新增入选国家级人才
107人。我们相信，首创引领的
北坡虽险，但只要人心归聚、精神
相依，就一定能在更高处相见。

这是一份有温度的答卷这是一份有温度的答卷，，卓卓
越而有趣的文化涵养着青年学越而有趣的文化涵养着青年学
子的精神气质子的精神气质。。我们实施“时代
新人铸魂工程”，启动建设“强国
之路”思政大课，打造“文化校
历”品牌，厚植育人沃土、学术沃
土、文化沃土，让卓越引领学生
成长、让有趣丰盈校园文化。
400多项活动精彩纷呈，学科周
目不暇接，城市周打响品牌，开
学典礼首次在光草盛放，阔别三
年的“百团大战”再次回归。校
园里，科学与艺术相得益彰，大
师与大楼珠联璧合，思想激荡、
文脉赓续，灵气氤氲、成风化
人。复旦学子22年来首次捧得

全国大学生数学建模竞赛“高教
社杯”，在中国国际大学生创新
大赛上首登最高领奖台，一大批
毕业生奔赴基层、西部和国家重
点单位，让青春无界、奋斗无
疆。干卓越的事业、做有趣的灵
魂，我们期待，从这片沃土上成
长起来的栋梁之才无愧于肩上
的时代重任。

这是一份有广度的答卷这是一份有广度的答卷，，复复
旦人脚步铿锵旦人脚步铿锵、、笃行不怠笃行不怠，，把答案把答案
写在祖国大地写在祖国大地、、全球舞台全球舞台。。我们
开展“融入上海”大走访，主动出
击，深化合作，推动名城名校双向
奔赴。对接上海先导产业发展，
启动科创母基金，首期规模达10
亿元，成为全国唯一获批建设集
成电路、人工智能、生物医药三个
国家产教融合创新平台的高校。
助力永平乡村振兴续写新篇，文
理医3个案例入选教育部直属高
校精准帮扶典型项目。成都复
旦西部国际金融研究院揭牌，广
州南沙复旦国际科创园奠基启
动，曹娥江创新中心顺利共建，各
地校友会成为校地合作和校企
协同创新的重要力量。主动服
务健康中国，附属中山医院国家
医学中心一期工程启动建设，附
属肿瘤医院福建医院入选国家
区域医疗中心，附属青浦医院正

式揭牌。坚定不移扩大对外开
放，与剑桥大学、伦敦政治经济学
院、悉尼大学等战略伙伴深化合
作，积极与新兴经济体拓展多边
合作。从“东海之滨”到“天府之
国”、从“湾区之心”到“青春之
城”，从欧亚到拉美，到处可见复
旦人的拼搏身姿、“复旦之友”的
奋斗身影。

展望 2024，我们将召开学
校第十六次党代会，把未来五
年的高质量发展蓝图细化为

“施工图”、落实为“实景画”，创
造性回答“时代之问”，团结引
领全校向着中国特色世界一流
大学前列加速迈进。

山水万程山水万程，，心之所信不改心之所信不改；；
奋斗不息奋斗不息，，行之所往必至行之所往必至。。迈向
新的一年，我们要更加紧密团结
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
央周围，以旦复旦兮、日月光华
的气概，锚定目标、奋力一跳的
姿态，为者常成、行者常至的决
心，统筹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
展，大力推进首创性改革、引领
性开放，开创“第一个复旦”建设
新局面，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
作出无愧于时代的新贡献！

复旦大学
党委书记 裘新 校长 金力

2023年12月31日

2024 年复旦大学新年贺词

扣 时 代 之 问 交 复 旦 答 卷

本报讯 12 月 27 日，复旦大

学附属眼耳鼻喉科医院浦江院区

二期项目正式启动。浦江二期项

目 位 于 上 海 市 闵 行 区 江 月 路

2600号，占地100亩，在浦江院区

一期 350 张住院床位的基础上，

新增加住院床位150张。浦江院

区二期项目除了改善医疗就医环

境与条件，还聚焦科研与教学。

据悉，2017年9月，浦江院区一期

项目正式启用，成为附属眼耳鼻

喉科医院向外拓展的关键一步。

校党委书记裘新，上海申康

医院发展中心党委书记赵丹丹，

校党委副书记、上海医学院党委

书记袁正宏，上海市科学协会副

主席、上海市医学学会会长邬惊

雷，闵行区副区长刘艳，附属眼

耳鼻喉科医院原院长汪志明，附

属眼耳鼻喉科医院党委书记钱

飚、院长周行涛共同推杆启动二

期项目。

据悉，二期项目将新建一幢

综合楼及一处污水处理站，进一

步改善医疗服务，提升科研教学

水平与患者就医体验。项目在

设计中引入纵贯南北的“医疗

街”，将整个院区有机整合，各功

能区结构明确、流程清晰、独立

成区，又互相紧密联系。项目建

设完成后，患者将拥有更好的就

医环境，获得更优的就医体验，

医院也将拥有更多的医疗教学

科研空间，进一步提升医疗水

平，优化科研教学条件。

本报记者 赵天润

眼耳鼻喉科医院浦江院区二期启动

■■浦江院区二期项目效果图浦江院区二期项目效果图

自称“造孔之人”的赵东元，

此次报告不单聚焦于他所深耕

的介孔材料领域，而是将视角拉

得更广更远，从遥远的古希腊哲

学谈起，分享化学这一学科从无

到有、从有到专的曲折历程，以

及他对于科研工作返璞归真的

思考。

报告开始前，上海市政协

副主席吴信宝为赵东元颁发

“浦江科学大师讲坛”主讲科学

家纪念证书，校长、中国科学院

院士金力主持讲坛。

化学需要传承和创新

扎根本科教学 20 多年的赵

东元，一向以备课认真著称。

为了这场报告，他更是花一周

时间精心准备。148 页的幻灯

片，既有化学科学的发展，也有

创新的科学思维，还有未来的

学科发展。

什么是化学？讲座伊始，赵东

元以古希腊自然哲学作为引入，从

化学家的视角分享了人类如何看

待物质，以及如何从分子水平、原

子水平研究物质科学的历程。

谈及化学的特点，赵东元认

为：“化学没有数学那么‘精确’，

也没有物理那么‘高大上’，很多

时候看不见摸不着。一代代化

学研究者，都是在黑暗中慢慢摸

索前进。”比如，仅仅为了弄清楚

空气的组成，人们就前前后后花

了300多年的时间。

“化学家要充满想象力，要

有做探险家的能力。”赵东元强

调。而与此同时，化学也是合成

的艺术，是一门艺术的科学，需

要被传承和创新。

为什么科学是“独立”的？

赵东元表达了自己的见解：科

学的每一次重大突破，都是一

个人或者极少数人对人类共识

的挑战。新实验结果催生的新

理论往往是突破性的、跳跃式

的，不可能从已存共识中演绎

出来。常规科学是演绎的，而

革命性的科学思维是破坏性

的、超逻辑的。

做科研最重要的是爱

过去20多年里，赵东元及其

团队深耕介孔材料研究，开发大

量介孔材料的合成方法，创制一

系列全新的介孔材料，相关成果

被数 10 个国家和地区的千余家

科研机构跟踪采用。而他所创

造出的20种新型功能介孔材料，

全部以 FDU（复旦大学）命名。

2020年，他带领团队获国家自然

科学奖一等奖。

如今，赵东元团队将介孔材

料研究发展到了前所未有的新

高度。其构建过程包括从原子

到分子，再到功能基元和器件的

逐级组装，为前沿交叉学科的发

展提供新范式。此外，他们还将

介孔材料广泛应用于催化、储

能、生物检测、化妆品、水处理、

电子材料等诸多方面。

他强调，做科研不要总是问

“有什么用”，只有先回答好基础

问题，才可能围绕已有的科研成

果，实现更为广泛的应用。

“现在，我们利用 AI 可以设

计出 200 多种晶体材料，放在以

前，人们要不断试错，花掉 10 年

甚至更长时间。”目前他正在带

领团队致力于将人工智能与传

统化学研究相结合。

“只问是非，不计利害”的科

学精神，是赵东元始终倡导的。

他期待与更多科学家并肩努力、

心无旁骛，“让科学成为未来中

国重要的文化基因，让科学伴随

我们的梦想实现。”

本报记者殷梦昊
实习记者 丁超逸张校毓

本报记者 戚心茹摄

“好奇心是人的本能，每个人都有。但真正要在科学上有所作

为，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爱’。这份爱不是简单的兴趣，而是一种从

内心生发的理性思考。这种驱动力强烈到你愿意为它付出所有。”12

月28日上午，在相辉堂举行的第五期浦江科学大师讲坛上，化学与材

料学院院长、相辉研究院首任院长、中国科学院院士赵东元以“‘孔’

中看世界——无尽的科学前沿”为题作报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