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科学院院士，发展中国家科学院院士。现担任华东理工大学费林加诺贝
尔奖科学家联合研究中心中方主任。

曾获得全国优秀教师、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二等奖、上海市自然科学奖一等
奖、国家自然科学奖二等奖、全国“五一”劳动奖章、上海市教育功臣提名奖、上海
市科技功臣奖等荣誉，2020年获得全国先进工作者荣誉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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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年磨一剑，
助力一流学科建设

———记全国先进工作者、华东理工大学田禾院士

名师
风采

田禾
虽然刚刚获得了 2020 年

全国先进工作者荣誉称号，但田
禾教授仍然一如既往地低调，一
回到上海又投入到紧张的科研

工作中去。
事实上，除了全国先进工作

者， 田禾还是中国科学院院士，
也是全国优秀教师、上海市科技
功臣……而对华东理工大学的
师生来说，他更是一个令人尊敬
的师长———自从进入华东理工

大学攻读博士学位后，田
禾就再未离开华理 ，30
多年来， 他或在实验室
开展科技攻关， 或在教
室教导学生，为学校学
科建设和国家的科技

进步，培育更多的科技
人才做出贡献， 至今

仍未止步。

树报国之志，
勇立科研潮头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劳动模

范和先进工作者表彰大会上指

出：“劳动模范是民族的精英、人
民的楷模， 是共和国的功臣。”田
禾就是这样一位全身心投入到国

家科技创新发展与创新人才培养

一线事业之中的共和国功臣。
改革开放之初的 1978年，田

禾跨入大学校门，1989年， 他在
华东理工大学博士毕业， 留校任
教至今。三十多年来，田禾始终坚
持“科技报国、科技兴国”的理念，
与改革开放的宏伟事业共成长。

分子机器是世界上非常前

沿的领域，至今其应用研究仍处

在初期阶段。田禾在国内率先建
立了分子机器研究团队，他带领
研究团队，坚持原创初心。三十
多年如一日，在分子机器基础研
究方面取得了众多创新性突破：
功能分子机器及超分子聚合物、
振动诱导发光机理、染料敏化太
阳能电池、 新颖荧光探针等。田
禾让中国分子机器研究获得了

国际同行的尊重，在前沿基础研
究领域产生重要的国际影响。相
关成果曾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二

等奖、 国家自然科学二等奖、上
海科技功臣奖等一系列奖项。

面对荣誉，田禾表示，每次
获得表彰都成为他继续前进的

加速器。近年来，他带领科研团
队全体成员，坚持以改革创新为
核心的时代精神，瞄准国际学科

发展前沿，积极投身参与上海科
创中心的建设。

2017 年 10 月 ， 田禾联合
2016 年诺贝尔化学奖得主 、荷
兰格罗宁根大学的费林加院士，
在华东理工大学建设费林加诺

贝尔奖科学家联合研究中心，以
此作为上海市建设具有全球影

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的重要承

载区之一，进一步促进有机智能
材料与分子工程的源头创新，努
力在动态化学领域引领学科未

来发展。

育一流人才，
师生同获殊荣

教育关乎民生，决定一个国
家和民族的未来。教育是国之大
计、党之大计，教育工作者是立
教之本、兴教之源。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做有
理想信念、有道德情操、有扎实学
识、有仁爱之心的“四有”教师。田
禾不仅是科学家，也是位“四有”
教师，执教三十多年来，他始终把
为国家培养创新型、复合型、应用
型的科技人才作为自己根本要

求。到目前为止，田禾已经培养了
博士毕业生 60余名、硕士毕业生
50余名，其中两名博士获得全国
优秀博士学位论文， 三名博士获
得全国优秀博士学位论文提名

奖， 多人获得上海市优秀毕业生
称号， 他教过的本科生更是不计
其数，其中不乏“杰青”“优博”等
精英才俊、业界翘楚。

就在不久前上海市总工会

举行的赴京参加劳模表彰大会

欢送会上， 还上演了动人一幕：
华东理工大学化学与分子工程

学院 2003届毕业生周琰， 特意
走到田禾教授面前， 深鞠一躬，
感谢田老师的培养。周琰现就职
于上海浦东国际机场海关旅检

处业务监控科，他也于今年获评
为全国先进工作者，师生共同赴
京接受表彰，堪称佳话。

田禾还把科研和人才的培

养融为一体。作为高校科研工作
者，培养一流人才、建设世界一
流学科始终是田禾的奋斗目标，
他以建设国际领先的科研平台

为契机，汇聚和培养了一大批优
秀年轻人才，全面提升了华东理
工大学化学学科的整体水平和

国际影响力，目前，华东理工大
学化学学科 ESI 国际排名进入
前万分之三，实现了相关学科发
展从跟跑到国际并跑的实质转

变， 为积极探索一流学科国际
化建设以及创新人才培养机制

提供了新的有效模式。
文/张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