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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符佳）“10月，美国波

士顿，我们不见不散！”近日，第五届中国

地区国际基因工程机器大赛参赛队伍交

流会在上海科技大学落幕。颁奖典礼

上，北京大学代表队拿下了“最佳展示

奖”和“最佳海报奖”两项大奖，独占鳌

头。来自全国 50多所高校和高中的 63
支参会 iGEM队伍则整装待发，相约在美

国举办的全球大赛中，一同继续合成生

物学的追梦之旅。

国际基因工程机器大赛（iGEM）由

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创办，2005年发展成

为国际性学术竞赛，是合成生物学领域

最高级别的国际性学术竞赛。近年来，

中国参赛高校队伍连年增长，已经占到

全球参赛队伍的三分之一，且屡获佳

绩。自2016年起，上科大连续两年组织

队伍参加 iGEM大赛，2016年参赛的两

支队伍拿下一金一银；去年派出一支队

伍参赛，斩获金奖、最佳硬件单项奖及四

项单项奖提名。

而大赛的中国参赛队伍交流会

（CCiC），则是由我国 iGEM参赛大学自

主发起的非营利合成生物学盛会，至今

已连续举办了5年。在投票中，上科大高

票成为此次CCiC的主办方，这也是这一

交流会第一次来到上海。有意思的是，

今年的CCiC，还迎来了5支高中的参赛

队。在为期4天的会期里，每一支 iGEM
队伍都展示了对于合成生物学的思考，

激起了头脑风暴；组委会邀请了中国科

学院院士赵国屏等专家担任评委，iGEM
组委会核心成员之一米根·利萨拉索女

士，还作为特邀嘉宾向参赛队伍介绍了

国际 iGEM的发展趋势。

“这样的交流会，真好。”颁奖典礼

上，戴着头巾、穿着板鞋，一身运动装扮

的张浩千博士，带来了中国资深 iGEM参

赛者的珍贵回忆。2009年，北京大学和

上海交通大学分别派出队伍，代表中国

参加 iGEM，他就是北大参赛队成员。至

今他依然记得那次大赛后，交大队员自

掏腰包请北大队员聚餐，“那天我饭没吃

饱，但这份情谊一直留在心里。”他说。

如今，张浩千已是此次CCiC赞助商——

北京蓝晶微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的联合创

始人之一、现任CTO。在他看来，CCiC
的意义就在于为中国地区的参赛团队提

供一个交流、互动、提升的平台，他鼓励

参赛者：“把每一次的参赛项目都作为一

次创业来看待，看重每一步的成长，以及

成长过程中的收获。”

“iGEM对于很多同学而言，是一块敲

门砖，引导我们进入和参与合成生物学领

域的比赛。由此我们爱上了合成生物学，

开始探索更广阔的世界。”本届CCiC组委

会成员基本都由上科大在读学生组成，组

委会总负责人李佳欣是该校生命科学与

技术学院大二学生。在大学里的第一个

暑假，她既要兼顾繁重的组织会务工作，

又要代表上科大参赛，可谓空前忙碌。这

位不到20岁的女生，在参与、组织CCiC
的过程中，不仅得到了专业和管理能力的

历练，更收获了一份份真情。临别时分，

来自重庆的队员特意送来了当地特产，还

有人匿名手写了感谢卡，这些暖心之举，

都让李佳欣感动不已。

据悉，下月国际基因工程机器大赛

（iGEM）就将在美国波士顿举行，中国的

几十支队伍将根据此次CCiC的专家建

议，不断完善自己的项目，力争取得好成

绩。

本报讯（记者 符佳）新学年，上海纽约

大学迎来了455名来自全球39个国家和地

区的新生。他们说着不同的母语，文化背景

迥异，如何能帮助他们尽快适应在上海的学

习生活？了解上海、融入社区，成为上纽大

新生开学第一课的主题词。

在趣味运动会上熟悉彼此，在校园达人

秀上展示各自的才艺，在学校组织的精彩破

冰活动中，新生们迅速打成一片，结识到了

新朋友。而在新生服务社区活动中，他们走

进花木社区敬老院和崂山路上的“三阳基

地”，为老人讲故事、陪他们做手工，和智障

人士一起做中秋月饼……在服务特殊人群

的过程中，来自五湖四海的新生们也对这座

城市有了更多了解，更好地融入了社区。

本报讯（记者 符佳）9月1日，上海建

桥学院迎来了建校 18年来数量最多的一

届学子。面对 5400多名来自全国各地的

新生，朱瑞庭校长在校体育馆开讲“第一

课”：“走进建桥，雕琢人生”。

2018级建桥新生来自五湖四海，大半

非上海生源。初来乍到，他们中的大多数

人对学校的所在地浦东临港并不熟悉。朱

校长首先向新生介绍了学校所在地：“上

海，浦东，临港最东南，滴水湖畔，上海最早

看到朝阳的地方。”大屏幕上，一大波高颜

值美图来袭，立即吸引了 00后们的目光，

对学校的自豪感油然而生。

“名牌大学、重点大学，目标可能是培

养钱学森这样的领军人才。但我们的社

会，除了需要这样的精英人才外，同时还需

要一大批踏实勤奋、敬业爱岗、乐于奉献、

雷锋式的劳动者。我们学校就要培养雷锋

式的大学生、雷锋式的劳动者。”朱校长希

望，新生们从此刻开始把高考的成败抛诸

脑后，要相信优秀不止于分数，更在于品

质。未来几年里，在大学校园里的每一天

的努力学习和成长，才是最重要的。“大学

对人生如此关键，它是你们步入社会舞台

之前最后一次彩排的地方，更是你们未来

梦想启航的地方。而你们，在大学时代最

重要的任务，就是学习！”他认为，“玩命”的

中学是不对的，“快乐”的大学更是错的。

他寄语新生：学会规划梦想，懂得广学宽

思，做到知行合一，在建桥校园里认真雕琢

属于自己的精彩人生，才能做到“毕业即就

业、上班即上手”，在社会中实现自己的人

生价值。

在这堂开学第一课上，朱校长还特别

点名关注了一些特殊新生。“围棋专业的学

生在哪里？请起立，让大家认识你们！”校

长话音刚落，新生们窃窃私语：“我们学校

还有这个专业啊？”“从来没听说过本科学

围棋！”其实，围棋是上海建桥学院的特色

运动项目，今年则首次招收了传播学（围棋

方向）的 13名本科生。体育馆二楼，几名

男生应声站了起来，顿时聚焦了全场的目

光，引发了热烈掌声。朱校长风趣地建议

道：请大家记住他们，大学里想学围棋、想

提升棋艺水平，找他们就对了！

该校艺术设计学院环境艺术设计专业

新生蒋林伶同学，因病缺席了开学第一课，

却收获了 5400多名新生和老师的掌声和

祝福。这位不幸而又幸运的女孩，暑假里

因为一场意外不慎坠楼，身受重伤。她被

上海建桥学院录取后，校领导立即到医院

探望她，并给她和父母吃了定心丸：“请蒋

同学好好休养，建桥一定等你回来！”经过

一个多月的治疗，蒋林伶伤情大有好转，出

院回家继续康复治疗。不久前，建桥学院

又派出代表远赴崇明，上门为她办理了入

学报到和注册手续。“蒋林伶目前已能拄着

拐杖站立，我想在不久的将来，她一定会回

到建桥，和你们一起读书学习！”“感恩、回

报、爱心、责任”，建桥学院的八字校训，在

这一刻得到了最好的诠释，也慢慢扎根在

这一届新生的心里。校方表示，等蒋林伶

入学后，将提供“爱心宿舍”，她的家人可陪

护照料，直到她的学习生活完全能够自理，

她所在的学院也将安排师生提供课业辅

导，帮助她尽快适应大学生活。

浦东高校开学“第一课”

建桥学院校长寄语：在校园里雕琢人生

第五届中国地区国际基因工程机器大赛
参赛队伍交流会在上科大举办

中国参赛队开启
合成生物学追梦之旅

上纽大：了解上海 融入社区

9月1日，上纽大2022届部分新生走进花木社区敬老院，陪伴老人一起做手工。 □上纽大 供图

浦东新区教育局安全应急指挥中心已完成一期建设。 □徐网林 摄

本报讯（记者 吴燕）安全，永远是第

一要义；而中小幼学生的安全，更是牵动

着社会各界的心。新学年伊始，记者从浦

东新区教育安全事务管理中心获悉，经过

两年多的建设，“浦东新区教育局安全应

急指挥中心”已完成了一期建设，年底前

完成二期建设后将接入上海市教委学校

安全中心平台。

教育安全事务管理中心相关负责人

介绍，安全应急指挥中心的建设启动于

2016年，旨在通过现代化的技防手段，增

强新区教育局对于全区中小幼学校的安

全监管能力。根据规划，建设内容包括三

大部分：学校重点部位实时视频监控及管

理平台、应急视频会议指挥平台和学校安

全管理信息平台，覆盖新区公、民办中小

学，职校和幼儿园（民办三级幼儿园将纳

入后续项目建设）。

目前，安全应急指挥中心已完成了一

期建设，包括视频监控前端平台、应急视

频会议指挥平台和学校安全管理信息平

台，共有 409所学校 553个校区的 4571路

监控图像接入平台。二期建设将于 9 月

至 12月底实施，计划有 137所学校 188个

校区的 1526 路监控图像建成并接入平

台。

对学校的重要部位进行实时视频监

控，是安全应急指挥中心的主要功能之

一。根据上海市技防地方标准，新区除了

在强制规定的“学校校门出入口”“学生宿

舍出入口”安装监控设备外，还在学校的

“厨房出入口”安装了监控摄像头，实现全

天候实时监控。监控设备同时具备了图像

存储功能，图像资料自动保存 30天、便于

追溯。一旦发现问题，巡查小组第一时间

联系学校，督促整改；同时告知安全事务管

理中心相关领导和相关科室，中心视情况

紧急程度，督促整改；遇整改不力的，开具

整改通知单，纳入年底学校绩效考核。

应急视频会议指挥平台则设置了三

级网络，在面临应急事件、自然灾害时，可

实现视频应急指挥。通过学校安全管理

信息平台，指挥中心可以清楚查阅到全区

学校的GIS（地学信息系统）地图、学校基

础信息、管理制度、应急预案以及周边安

全资源说明，还实现了对校园进行全画面

360度立体展示。

“学校是整个城市综合运行管理的重

要组成部分，中心已于年初主动对接浦东

新区城市运行管理中心，目前正在加快推

进，争取以最快的速度实现连通与共享。”

安全事务管理中心相关负责人介绍，目前

正抓紧实施二期建设项目，确保年底前接

入上海市教委学校安全中心平台，实现实

时高清视频联网并发和共享。此外，安全

应急指挥中心还预留了相应端口，一旦公

安部门有需要，即可立即启动对接工作。

提升全区中小幼学校安全监管能力 完成一期建设

新区教育局建安全应急指挥中心

本报讯（记者 吴燕）日前，全国第

32个、上海基础教育中首个以“钱学森”

命名的学院（学校）——华东师范大学

第二附属中学“钱学森学院”正式揭

牌。未来，该学院将集中优势资源，实

施跨学科通识教育，培养基础知识宽

厚、兼具科学创新能力与综合人文素养

的拔尖创新人才。

揭牌仪式上，华东师大副校长戴立

益向上海交通大学钱学森图书馆馆长钱

永刚教授颁发“钱学森学院”名誉院长证

书。华东理工大学副校长、中国工程院

院士钱锋，长征医院骨科主任钱齐荣教

授，二军大肿瘤生物治疗诊治中心主任

钱其军教授，上海机器人学会理事长、上

海大学钱晋武教授等嘉宾担任“钱学森

学院”首批兼职导师。

“钱学森学院”原为卓越学院，是该

校融合理科实验班、人文创新班、科技创

新实验班等办学经验后，于2013年推出

的为拔尖创新人才奠基的改革举措。更

名后的“钱学森学院”，将成为钱老“大成

智慧教育思想”引领二附中“卓越教育”

特色发展在实践中融合的一次大胆创

新，是学校持续深化“卓越教育”的重要

改革步骤。

钱学森是享誉海内外的杰出科学家

和中国航天事业的奠基人。晚年，他曾

多次谈及中学教育，指出“科技帅才”“科

技创新人才”的培养必须从中学抓起。

为破题钱老“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

养不出杰出人才”之问，全国各地的大

学、中小学相继设立“钱学森班”。目前，

包括华师大二附中“钱学森学院”在内，

“钱学森班”在全国范围内已经设立了

32个。

破解钱学森之问

华师大二附中“钱学森学院”揭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