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基础研究和科技创新能力建
设，把生物医药产业发展的命脉牢牢掌握在
我们自己手中”的重要指示精神。南京大学
在生物医药相关学科领域拥有扎实雄厚的基
础；江苏的生物医药产业规模全国领先、创
新能力优势明显、骨干企业竞争力强；香港
拥有建立世界级生物医药生态系统的独特优
势。期待在各方共同努力下，实现强强联合、
优势互补，大力推动苏港生物医药大健康领
域产学研合作，发展壮大相关新兴产业，为
“强富美高”新江苏和香港国际创科中心建
设贡献力量，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
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中谱写新华章。

姚茂龙表示，去年 10 月，江苏省委
信长星书记对在港江苏乡亲提出“当好香
港繁荣稳定的重要压舱石、苏港交流合作
的重要桥梁纽带、江苏高质量发展的重要

参与者”三点期望。香港江苏社团总会自
成立以来始终高度重视创新人才培养，为
苏港两地专业人才提供学习交流平台。在
接下来的合作中，总会将按照省委要求，
精准把握社会需求，为国家、江苏、香港
发展贡献智慧与力量。

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创新科技及工业
局局长孙东在视频致辞中表示，苏港两地长
期以来在人才培养、科研成果转化、产业合
作等方面关系密切、交流频繁，是珠三角和
长三角地区的重要经济力量。未来，香港特
区政府将持续深化与内地的创新合作，与江
苏的协作交流，为国家创科发展献智献策。

会上举行上海唐君远教育基金会捐赠
南京大学签约仪式。上海唐君远教育基金
会副理事长唐庆年，南京大学党委常委、
副校长邹亚军代表双方签约。谭铁牛代表

南京大学向唐英年颁发感谢状。
唐英年表示，南京大学历史悠久、底

蕴深厚，顺应时代发展，积极主动作为，
在促进教育科技经济社会发展中发挥了重
大作用。爱国重教，培育英才也是上海唐
君远教育基金会的建设宗旨。期待“苏港
科创合作专项基金”成为苏港两地人才合
作交流的桥梁，助力双方开辟科技创新全
方位合作新局面。

据介绍，上海唐君远教育基金会是以
著名爱国实业家、原上海市政协副主席唐
君远名字命名的非公募基金会。自成立以
来，基金会累计捐资近 4 亿元，资助项目
达 140 多项，获奖励和资助者超过 8.5 万人
次。为推动苏港创新科技高质量合作、南京
大学教育事业发展，上海唐君远教育基金
会捐资设立“南京大学苏港科创合作专项

基金”，支持南大学者特别是青年学者和香
港学者开展科创合作交流等专项活动。

南京大学副校长陆延青主持开幕式，
南京大学校长助理丁爱军主持捐赠仪式，
长三角国家技术创新中心副院长古元冬主
持主题沙龙。江苏省政府副秘书长邱志强，
江苏省委统战部一级巡视员李卫华，江苏
省科技厅副厅长倪菡忆，南京市鼓楼区委
副书记、区长方靖，香港理工大学副校长
赵汝恒，以及来自香港创科经贸团的各位
嘉宾，香港、江苏两地企业家代表和南京
大学师生代表参加活动。

在随后举办的主题报告、圆桌沙龙、
项目路演等主题沙龙环节，来自苏港两地
的各界专家学者围绕“生物医药与大健
康”主题开展深入交流讨论，共话发展、
共谋未来。 （于玥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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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3 月 30 日，南京大学新生学院邀
请中国科学院院士、“感动中国”2022 年度人物、
中国科学院上海技术物理研究所研究员、复旦大
学光电研究院院长褚君浩院士做客“新生大讲
堂”，带来“智能时代与科学精神培养”的主题
报告，讲述智能时代的发展脉络和对培养科学精
神的深刻理解。副校长陆延青主持讲座。新生学
院 1000 余名同学通过主会场和直播分会场参加
本次讲座。

褚院士从迎接智能时代、在科技探索中成
长、培养科技精神三个方面展开本次报告。讲座
伊始，褚院士以最新 AI 科技成果为切入，从脑
机接口到 Sora 人工智能文生视频大模型，再到
AI 革命，为同学们展示了智能时代的无限可能，
“在这个跃变时期，我们要有高度的敏感和预见
性”。褚院士指出，智能时代的特征是科学与技
术交叉推动，需要多学科支撑、多领域应用、多
方向延展，注重源于规律发现、掌握、运用基础
上的技术提升，推动应用发展。智能时代最显著
的特点是出现了很多智能化系统，智能化系统有
三大支柱：动态感知、智慧识别、自动反应，褚
院士形象地将其比喻为“五官获取信息、大脑分
析思考、肢体采取措施”，褚院士深耕研究的红
外传感器正是属于“动态感知”的部分，他将自
己的成果比作“孙悟空的火眼金睛”，感知波动
世界大数据，为此，褚院士对于能够融入科技发
展前沿感到十分欣慰。

褚院士在中学阶段树立了远大志向，学习刻
苦认真，他曾在笔记中写道“我们在科学上的落
后是因为受到三座大山的压迫而致使的。我们应
该继承前人的刻苦、勤劳、勇敢而取得科学上的
伟大成就，快速改变一穷二白的面貌”。高考失
利让褚君浩和第一志愿复旦物理系失之交臂，但
他在认定的方向上发展、不怕挫折、坚持不懈、
目标如一。1978 年，他以高分考上上海技术物
理研究所研究生，师从中国半导体科学和红外技
术开拓者之一的汤定元先生。红外技术曾经一度
是我国“卡脖子”问题，导师汤定元瞄准碲镉汞
领域，将碲镉汞的本征光吸收的难题交给褚君浩。
凭着勇于解决疑难问题的科学家精神，褚君浩首
次发现碲镉汞带间跃迁吸收带，在国际产生巨大影响。褚院
士指出，要从工作中汲取快乐，除了面对有形、显性的评价
体系以外，要有一个无形、隐性的评价体系，这是由个人家
庭社会理念形成的植根于内心的评价认识，发挥潜在的自我
评价作用，产生成就感和驱动力。

褚院士结合自身求学、科研的经历，鼓励同学们融入科
技发展潮流，把个人的兴趣与学科发展、国家需求紧密结合
起来，与祖国科技发展共同成长；培养奋斗精神，勇于并善
于解决重要疑难问题；保持好奇心，修炼极致精神，确定方
向不动摇，由点到线到面，选择好切入点，在一个领域做系
统研究工作；弘扬科学精神，修炼内在素质，培养合作精神。
随着科学、技术、思想、理念的跃迁和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的
转变，同学们在智能时代如何做出更多的贡献呢？褚院士强
调，本科生应当培养思考问题的能力、创新能力、学习新知
识的能力和解决问题的能力，积极回应时代召唤。

在讨论环节，褚君浩院士与同学们进行深入交流。首先
有同学提问行业内有哪些替代性的技术路径可以推动集成电路
性能的提升。褚院士建议一是进行制程工艺创新，使用更先进
的集成电路器件提高集成电路的整体性能；二是进行光电子
集成，将光学器件集成到电子芯片中可以提供更高的数据传输
速率和更低的能耗。其次，有同学提问大模型是否还是未来的
重点关注方向。褚院士指出，在发展大模型之外，我们应该先
弄清楚人类在思考时，大脑是怎样活动、怎样理解这个世界的，
然后研究出能够像人脑一样思考的人工智能。 （殷茵   周璐莹）

南大团队在全球首次观察到引力子“投影”
本报讯  南大物理学院教授杜

灵杰团队在量子物理研究方面取得
了突破性进展。他们通过自主设计
的极低温强磁场共振非弹性偏振光
散射系统，在砷化镓量子阱中对分
数量子霍尔效应的集体激发进行了
测量，首次观察到了引力子激发
（引力子模）——引力子在凝聚态
物质中的新奇准粒子。3 月 28 日，
相关论文在线发表于国际学术期刊
《自然》。《人民日报》2024 年 4 月
2 日专文对此项成果进行报道。

全球关于引力子的研究，一直
是物理学界的终极问题之一。据介
绍，引力子和引力波对应，引力波
已经被实验证实，而引力子此前尚
未被直接观察到。如证实引力子的
存在，将是颠覆当代物理学乃至整
个科学领域的巨大突破。

近年来，有理论物理学家提出，

凝聚态物质中可能存在着引力子激
发，也被称为“分数量子霍尔效应
引力子”。由于它的行为规律与引
力子类似，被形象地称作引力子在
凝聚态物质中的“投影”。南京大
学的这项工作中首次观察到的引力
子模是引力子在凝聚态系统中的投
影（存在）。这一重大发现，也对理
解全新的关联量子物理以及实现拓
扑量子计算机的运行有至关重要的
意义，可能有助于实现广义相对论
与量子力学理论两大理论的统一。

2019 年，杜灵杰团队在分数
量子霍尔效应中发现了一种新的集
体激发，这一结果被理论物理学家
们认为可能是分数量子霍尔效应引
力子存在的证据，并提出了检测该
引力子的关键自旋测量方案。这触
发了杜灵杰率领实验团队在分数量
子霍尔效应中去探寻并最终发现这

类神秘粒子的存在。而在当时，国
内外尚无满足要求的测量设备可以
进行这一实验，因此这一实验一度
被人认为是不可能完成的。

杜灵杰团队用 3 年多时间组装
了一台新的设备装置，主要测量参
数、指标经过测试，都达到了国际
领先水平。通过这一装置，杜灵杰
团队在砷化镓量子阱中成功观测到
分数量子霍尔效应引力子，并分别
从自旋、动量、能量三个角度确认
了相关实验证据。

据悉，这是引力子概念被提
出以来，首次在实验中观察到它的
“投影”，为在凝聚态物质中研究
量子引力相关物理问题开辟了新的
视野。该研究为拓扑量子计算的分
数态波函数验证奠定了实验基础，
开辟了拓扑关联物态几何效应实验
研究的新方向。 （中和）

我校师生代表与“时代楷模”同赴雨花台烈士陵园参观学习
本报讯  3 月 22 日，我校马克

思主义学院、新生学院师生代表与
“时代楷模”“全国道德模范”“最
美奋斗者”“全国优秀教师”“全国
高校辅导员年度人物”曲建武赴雨
花台烈士陵园参观学习。

在雨花台烈士纪念馆展厅，讲
解员还介绍了曾在南京大学前身就
读的成贻宾烈士的事迹，雨花英烈
中有 15 位曾在南京大学前身就读。
在恽代英烈士事迹展陈处，曲建
武勉励青年师生群体要传承好恽

代英等革命先烈的奋斗精神，坚
定伟大理想，在新时代书写新的
奋斗史诗。

师生一行先后到烈士纪念碑、
雨花台烈士就义群雕等处缅怀革命
先烈。南京大学“雨花红”青年先
锋队成员、新生学院秉文书院 2023
级本科生卢璇同学在丁香路宣讲革
命烈士丁香的感人事迹，并分享在
学习、宣传雨花英烈精神“大思政
课”育人实践中的深切体会。

据悉，南京大学和雨花台烈士

纪念馆充分发挥馆校协同优势，联
合组建的“雨花台烈士纪念馆——
南京大学国家革命文物协同研究中
心”成功入选首批国家革命文物协
同研究中心，与纪念馆共建以革命
文物为主题的“大思政课”优质资
源精品项目 1 项。在共建“大思政
课”实践教学基地的合作框架下，
2023 年馆校开展各类活动 20 余项，
参与师生超过 5000 人次，努力将雨
花英烈事迹与精神融入南京大学人
才培养工作的多个领域。 （学工部）

新生学院师生祭扫雨花台烈士陵园
本报讯  3 月 30 日，新生学院

共 400 余名师生赴雨花台烈士陵园
开展祭扫活动，缅怀革命先烈，铭
记奋斗历程。

青松挺立，翠柏环抱，雨花台
烈士陵园静穆庄严，烈士纪念碑巍
峨高耸。烈士纪念碑前，新生学院
全体师生肃穆而立，奏唱《中华人
民共和国国歌》。随后，师生向雨
花台烈士敬献花圈、鞠躬默哀，环
绕瞻仰烈士纪念碑一周，向革命先
辈敬献白菊，致以最崇高的敬意。

纪念碑广场凭吊仪式结束后，
全体师生来到雨花剧院，在沉浸式
入党先导教育课堂中感受共产党人
崇高的理想信念、高尚的道德情操
和为民牺牲的大无畏精神。

本科生院常务副院长、新生
学院执行院长王骏从“雨花英烈
是谁”“雨花英烈为什么要这么
做”“我们该如何用实际行动祭奠

雨花英烈”三个方面阐述了缅怀英
烈的重要意义，为同学们指明了奋
斗方向。他表示，在雨花台就义的
烈士大多是青年人，在风雨如晦的
革命岁月，雨花英烈们为真理上下
求索，为信仰奋斗牺牲。当今时代，
我们虽远离了战争的烽火硝烟，但
前进道路上依旧有风高浪急，希望
新生学院全体师生能在缅怀先烈
中承续奋斗之
志，以奋进之
青春担当民族
复兴之重任。

学生代表
秉文书院卢璇
带领全体师生
诵读雨花英烈
中的南大学子
成贻宾曾写给
未婚妻的《新
生十大信条》。

“一个新生，一定是爱国家、爱民族
的。同时也是爱父母、爱师长、爱一
切可爱的人的……”在集体诵读中，
大家共同感受到革命先烈自我革命
的坚定信念和高尚纯洁的大爱情怀。

全体师生共同观看了浸没式红
色戏剧《代号 1921》，身入其境
地见证了十多位雨花台烈士献身
精神。 （新生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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