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日前，第十三届“谈家桢生

命科学奖”颁奖典礼举行。本届共有17

位科学家获奖。复旦大学生命科学学

院鲁伯埙教授、基础医学院雷群英教授

分别获“谈家桢生命科学创新奖”。

鲁伯埙创造性地提出并成功验证

了通过“小分子胶水”化合物将致病蛋

白选择性靶向至细胞自噬过程进行降

解，从而对疾病进行根本性干预的假

说，为由特定致病蛋白所导致的各种疾

病的治疗提供了潜在的全新路径。

雷群英从事营养和肿瘤代谢研究，

发现代谢酶感知不同营养状况调控肿

瘤代谢，提出代谢物感知异常是肿瘤发

生的关键驱动因素之一，系统阐明代谢

重塑在胰腺癌演进中的关键作用以及

精准营养和饮食在肿瘤防治策略上的

重要转化意义。

“谈家桢生命科学奖”创设于 2008

年，是一项由谈家桢先生提议、经国家

科技部批准设立的生命科学技术奖项，

从第十届开始由中国科协生命科学学

会联合体和“谈家桢生命科学奖”奖励

委员会联合组织评选。

复旦两位学者获“谈家桢生命科学创新奖”

博学而笃志 切问而近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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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复旦大学委员会主管、主办

李强赴张江复旦国际创新中心调研人才工作
与诺奖得主、复杂体系多尺度研究院教授迈克尔·莱维特等作交流

李强（左二）在复旦大学复杂体系多尺度研究院调研 摄 / 陈正宝

本报讯 10月25日，中共复旦

大学第十五届委员会第十次全体

会议召开，审议通过了《复旦大学

第十四个五年规划纲要（草案）》

（以下简称《规划》）。

校党委书记焦扬主持。校党

委委员20人出席，6名基层党代表

列席。委员们就修改完善《规划》

充分表达意见。

焦扬在总结讲话中要求起草

组充分吸取委员意见，进一步修

改完善《规划》，并指出《规划》的

审议通过是学校发展历程上的一

件大事，对加快构筑新发展阶段

新优势、更好对标服务国家改革

发展大局，具有重要意义。《规划》

编制工作对标中央、因势而谋，党

委领导、党政合力，深入调研、依

靠师生，系统集成、上下联动，体

现了全校努力把国家的事作为学

校的事、把学校的事做成国家的

事，体现了党的建设与事业发展

深度融合，体现了党的群众路线

和全过程民主办校。

焦扬强调，“十四五”时期是

党和国家开启第二个百年新征程

的第一个五年，也是复旦开启“三

步走”战略第二步、迈出建设“第

一个复旦”新步伐、迈向中国特色

世界一流大学前列的关键五年。

要全力以赴落实好《规划》，强化

“全周期管理”理念，将党的领导、

师生参与、监督落实贯穿在《规

划》实施全过程，确保规划确定的

各项目标任务落到实处。要做好

宣传解读，把全校干部和师生员

工的思想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

策部署和实现高质量发展的目标

任务上来；要完善实施机制，健全

统一规划体系，推动责任分解落

实，建立规划实施监测、评估、反馈

机制；要加强组织领导，依托“三线

联动”工作机制抓执行，充分发挥

全面从严治党引领保障作用，激发

全校参与规划实施的积极性。

焦扬要求，全校要咬定目标、

鼓足干劲，跑出冲刺加速度，将

“十四五”开局与巡视整改工作一

体推进，抓紧推进实施关系全局

长远的重大项目和事关师生切身

利益的实事项目，为学校和各单

位“十四五”高质量发展奠定坚实

基础，努力创造新时代复旦发展

新奇迹。 文 / 李斯嘉

本报讯 日前，全国教材工作
会议暨首届全国教材建设奖表彰
会举行。复旦获奖总数达25项，
其中高等教育类22项、基础教育
类2项、职业教育与继续教育类1
项。新闻学院荣获“全国教材建设
先进集体”称号，中国语言文学系
陈思和教授荣获“全国教材建设先
进个人”称号。

新闻学院专门成立“课程思政
与教材建设”领导小组，组建教材
研制与编写团队，在各环节提供有
力保障。还成立了全国唯一的高
校新闻学国家教材建设重点研究
基地,引领全国新闻学教材建设。

陈思和教授主编的系列教材
全面覆盖了不同学段以及新媒体
音频教学等领域，产生了广泛持久

的社会影响。他在专业研究领域
始终站在学术前沿，以深入研究促
进教材建设, 这也是他提高教材学
术质量、主编教材广受欢迎的重要
原因之一。

学校高度重视教材建设。
2019年，校党委发布《复旦大学关
于加强新时代教材建设与管理的
指导意见》，提出要在“三全育人”
综合改革框架内，将教材建设与学
科体系和话语体系建设、课程思政
教育改革、教学改革创新三方面紧
密结合，全面加强教材规划建设、
提升教材管理水平、增强教材育人
功能，在“十四五”期间形成适应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要求、立足国
际学术前沿、具有复旦特色的高水
平教材体系。 来源 /教务处

首届全国教材建设奖获奖名单揭晓

复旦大学获奖总数量达二十五项
中共复旦大学第十五届委员会第十次全体会议召开

审议通过《复旦大学第十四个五年规划纲要（草案）》

中共上海市委书记李强10月

29日在部分科研机构调研人才工

作时指出，人才是第一资源，是上

海面向未来发展的决定性因素。

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

中央人才工作会议上的重要讲话

精神，进一步优化发展环境、提供

广阔舞台，创新体制机制、营造良

好生态，加快建设高水平人才高

地，全方位培养、引进、用好人才，

让各类人才在上海更好干事创业、

实现价值，为上海创造新奇迹、展

现新气象汇聚磅礴力量。

市委副书记于绍良参加调研。

市领导诸葛宇杰、胡文容、

朱芝松，校党委书记焦扬，校党

委副书记、副校长周亚明参加相

关调研。

以更开放姿态汇聚天下英才以更开放姿态汇聚天下英才

位于张江复旦国际创新中心

的复旦大学复杂体系多尺度研究

院由诺贝尔奖获得者迈克尔·莱维

特教授领衔组建，致力于发展全新

而有效的、贯通微观分子结构直至

宏观医学成像的多尺度影像分析

技术，为解析生命奥秘提供前所未

有的囊括分子、细胞、组织、器官乃

至整个生物体的时空影像数据。

中心任务之一是发展自主创新的、

具有国际一流应用性能的人工智

能算法及专用计算机，突破核心

“卡脖子”技术，为我国重大疾病机

理研究以及新药研发提供强有力

的技术保障。

李强在研究院听取院长马剑

鹏关于顶尖科学家引育、创新团队

建设和最近科研成果介绍，与中外

科学家亲切交流，了解日常工作、

科研和在沪生活情况。迈克尔·莱

维特表示，充分感受到上海建设科

创中心的决心和力度，得益于这里

良好的科创生态和人才支持，能够

静下心来专注科研，将携手复旦大

学更好发挥各自优势，持续深耕脑

科学与人工智能研究等前沿领域，

加快形成新的原创成果。李强说，

有什么样的人才，城市就有什么样

的竞争力，有什么样的未来。上

海的发展始终需要人才支撑，需

要聚天下英才而用之，我们将以

更加开放的姿态欢迎国内外高

端人才来沪发展、深化合作、协

同创新、成就事业。要进一步完

善人才工作格局、强化整体推进

合力，持续营造人才发展良好环

境，提供国际一流创新平台，形

成对全球高峰人才的“磁吸效

应”，大力培养、引进和用好具有

国际视野的战略科技人才、一流

科技领军人才和创新团队，更好

助力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

新中心建设。

以更卓越作为构筑人才高地以更卓越作为构筑人才高地

2018年10月，复旦大学为迈

克尔·莱维特教授量身打造的复

杂 体 系 多 尺 度 研 究 院 正 式 揭

牌。迈克尔·莱维特教授担任名

誉院长，马剑鹏教授担任院长。

高峰核心团队自成立以来，主动

招揽人才，目前已有 74 人，其中

高级职称27人。迈克尔·莱维特

教授及其团队成员还积极为本

科生授课，培养研究生20余人。

计算结构生物学是团队最

大的优势，除了用冷冻电镜实验

手段解析蛋白质三维结构以外，

计算方面目前研究院科研攻关

主要聚焦计算结构生物学的三

大板块：运用人工智能计算机算

法预测蛋白质等生物大分子的

静态三维结构，运用数值计算方

法进行大规模分子动力学动态

模拟，运用人工智能计算机算法

协助解析冷冻电镜实验数据。

迈克尔·莱维特教授是诺贝

尔化学奖获得者、美国科学院院

士和英国皇家科学院院士、美国

斯坦福大学结构生物学系终身

教授。他于2018年入选“上海市

人才高峰工程”建设项目，并作

为特聘教授正式入职复旦大学，

领衔组建复杂体系多尺度研究

院。他首创了蛋白质和DNA的

分子动力学模拟方法，并一直致

力于蛋白质结构预测技术的关

键评估，研究蛋白质结构的折叠

和包装，开发用于大规模序列结

构比较的评分系统。

文 / 谈燕 汪祯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