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月16日，我校2024年全球校友创新
创业大赛医工结合与大健康赛道在汉启
动。赛道报名时间截至4月20日，初赛将
于5月初进行，复赛、决赛将于6月举行。

大赛以“融合创新机 健康向未来”为
主题，结合学校学科优势和本地产业优
势，在武汉启动医工结合与大健康赛道专
项赛，为医工结合与大健康领域创新创业
师生校友搭建融资对接、行业交流、政企
合作的桥梁，全力打造医工交叉创新创业
生态，助力解决医工交叉“从0到1”原始
创新问题和“卡脖子”关键核心技术难题。

校友办供稿

本报讯（记者刘雪茹）3月14日，
学校召开新学期首次二级单位党组
织主要负责人会议，研究部署学校
2024年重点工作。校党委书记张广
军主持会议。校领导马建辉、许晓
东、谢正学、张耀参加会议。

校党委副书记马建辉介绍2024
年学校工作总体要求，从6个方面部
署 2024 年学校重点工作，要求全面
推动学校各项工作再上新台阶，以高
质量发展为中国式现代化贡献力量。

校党委副书记谢正学介绍2024
年党建工作重点任务，要求进一步增
强党组织的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以
高质量党建引领推动高质量发展。

副校长许晓东介绍2024年人才
工作重点任务，要求进一步深化人才
强校核心战略，以高质量人才队伍建
设助推学校高质量发展。

校党委副书记张耀介绍教育部
就业工作会议精神和我校2024年毕
业生就业工作基本情况，要求全力推
动毕业生高质量就业。

物理学院党委书记刘会平、电气
学院党委书记张明、管理学院党委书
记胡艳华、基础医学院党委书记秦选
斌分别围绕学院特色党建工作、人才
培养工作、师资队伍建设等交流发
言。马克思主义学院党委书记刘雅
然、光电信息学院党委书记张涛结合
本次会议主题汇报了学院2024年重
点工作。

张广军作总结讲话。他指出，本
次会议旨在贯彻落实2024年全国教
育工作会议精神，部署新一年学校重
点工作，进一步明确目标任务，厘清
工作思路，推动今年各项工作开好
头、起好步。

围绕 2024 年学校重点工作，张
广军提出三点要求。一是要锚定目
标定位主动作为，保持高度的政治责
任感和强烈的事业心，做到行动有目
标、前进有方向。要进一步强化政治
担当，在“教育强国建设、华科大何
为”中找准目标定位；强化政治能力，
在党建与业务深度融合中找准目标
定位；强化政治责任，在打造人才高
地中找准目标定位。二是要紧盯重
点工作创新作为，坚持以志不求易的
魄力和事不避难的干劲，做到“跳起
来摘桃子”、跑起来奔目标。要对标
2024年学校工作要点，领任务、见行
动，迅速拿出“施工图”“进度表”，早
部署、早行动，用好考核“指挥棒”，高
扬干事“风向标”；要对标党建重点工
作，强引领、树品牌，坚持以党的政治
建设为统领，突出品牌意识，切实压
实责任；要对标人才重点工作，明导
向、重引育，强化党管人才和思想政
治引领，实施华中卓越学者计划3.0，
大力引进海外高端人才，推动医科人
才双聘工作落地见效。三是要狠抓
工作落实有效作为，发扬“咬定青山
不放松”和“不破楼兰终不还”的精
神，做到事事有回音、件件有着落。
要进一步提高站位抓落实，改进作风
抓落实，建章立制抓落实。

二级单位党组织书记、相关职能
部门主要负责人参加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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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史梦诗）3 月 14 日，2024
年全国两会精神报告会暨校党委理论中心
组（扩大）学习会在梧桐语问学中心明德报
告厅召开，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
话精神和全国两会精神。我校参加全国两
会的7位代表委员分别交流履职情况和参
会感受。全国政协委员、校党委书记张广
军主持报告会。

张广军以“书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
篇章”为题作报告。结合详实数据与具体
案例，他介绍了会议议程、提案议案，解读
政府工作报告、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政协
常委会工作报告等5份报告，并简要介绍
我校7位代表委员的参会情况。

围绕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张
广军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参加江苏代
表团审议，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民革、科技
界、环境资源界委员，以及出席解放军和武
警部队代表团全体会议时的重要讲话精
神。

结合个人履职经历，张广军分享了“发
挥教育、科技、人才‘三位一体’优势，助力
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提案。他
建议要聚焦源头，加大基础研究投入，激发
原始创新活力；强化联动，统筹优化资源配
置，形成协同创新合力；夯实根基，加大高
端人才引育，增强持续创新动力。张广军
在分享科技界委员学习总书记重要讲话精
神座谈会小组发言时指出，高校是科技创
新、人才培养、科技成果转化的中坚力量和

重要阵地，要充分发挥高校教育、科技、人
才“三位一体”的独特优势，发扬科学家精
神、教育家精神，坚持立德树人根本任务，
在基础研究领域作出更多“从0到1”的原
创性引领性科技成果，不断深化产教融合、
科教融汇，让科技成果既上“书架”，也上

“货架”，用实际行动回答好“强国建设，教
育何为”的时代命题。

全国人大代表，校长尤政以“深入学习
宣传贯彻2024年全国两会精神 奋力推进
学校事业高质量发展”为题作报告。他传
达学习了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
话精神，以及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最高人
民法院工作报告、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报
告、国务院组织法修订草案等内容。在解
读政府工作报告时，尤政结合亮眼数据阐
述了报告中提到的新质生产力、新兴产业、
新型能源体系等十个“新”，以及实施科教
兴国战略等2024年十大任务。在解读“两
高”报告时，他分享了他在审议报告过程中
就具体案例提出建议并分获最高人民法院
和最高人民检察院致信感谢的经历。

结合个人履职践责及调研思考，尤政
分享了“加快完善卓越工程师培养机制的
建议”议案，建议要进一步完善卓越工程师
人才培养机制，建立起政府引导投入、企业
积极参与、重点高校示范的协同育人体系，
夯实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发展基础。在“关
于以四链深度融合促进新产业培育的建
议”议案中，他建议要探索“学科+产业”的

创新模式，加快集聚人才、技术、资金、数据
等创新要素，让一流高校的创新链、人才链
优势与一流企业在产业链、资金链的优势
共同促进“四链”深度融合。

围绕“两会中的华科大声音”，尤政介
绍了娄勤俭、张宗真、黄立、张晓仑、周云
杰、苗伟以及闫大鹏几位校友在两会中不
负重托、献计献策，印刻在他们身上的华科
大基因指引着他们积极为祖国发展、民生
改善建言献策。

全国人大代表，民盟省委会副主委，计
算机学院院长、武汉光电国家研究中心光
电信息存储研究部主任冯丹阐释了新质生
产力的发展渊源、基本内涵和实施路径，汇
报了“发展AI数据存力，助力人工智能高
质量发展”“关于加强人工智能数据安全存
储和管理的建议”等内容。

全国人大代表，华工科技党委书记、董
事长马新强介绍了“关于加快推进中国光
谷建设的建议案”“推进央国企发展新质生
产力的建议”等内容。

全国人大代表，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
医院内科学系名誉主任、主任医师汪道文
结合研究数据，分享了“关于制定‘心脑血
管健康促进法’的建议”等内容。

全国政协委员，民盟中央委员、省委会
副主委、市委会主委，同济医学院副院长、
主任医师舒晓刚汇报了“关于尽早规划和
培育我国生物智造产业的提案”等内容。

全国政协委员，民建中央委员、省委会

副主委、华中科技大学委员会主委，经济学
院韩民春分享了“关于统筹生育支持政策
提升实施效果的提案”等内容。

张广军在总结发言中指出，深入学习
宣传贯彻全国两会精神是学校今后一个时
期的重要政治任务，全校各单位要结合具
体工作做到“三个新”。一是在领会两会精
神上，要有新思考。要切实提高政治站位，
把学习贯彻全国两会精神与发挥高等教育
龙头作用结合起来，为发展新质生产力、实
现中国式现代化培养所需人才，以教育之
力厚植人民幸福之本，以教育之强夯实国
家富强之基。二是在推进任务落实上，要
有新举措。各单位要结合学校中心工作，
把握好全年工作的主题主线和重点难点，
做到心中有数、手里有方、肩上有责，以奋
发有为的精神状态贯彻落实好学校的各项
决策部署。三是在谋划未来发展上，要有
新作为。要紧紧围绕科教兴国、人才强国、
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坚持“四个面向”，为党
育人、为国育才，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高等
教育，推动工作再上新台阶。他强调，全校
师生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
精神和全国两会精神，与抓好当前重点工
作有机结合、一体推进，不断推动中国式现
代化向前发展，用实际行动交出善作善成
的优异答卷，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新征
程上再立新功。

学校传达学习全国两会精神报告会召开
校党委理论中心组（扩大）学习会同期举行

本报讯（记者史梦诗 通讯员苟冰冰）“海绵”能吸水，
也能吸收光？原来，为攻克光伏技术低成本与高效率无
法并存的难题，武汉光电国家研究中心韩宏伟教授团队
另辟蹊径，提出载流子3D注入机制，利用全印刷技术将
钙钛矿太阳能电池做成海绵状，突破了第三代光伏技术
瓶颈，为光伏发电提供了低成本的技术方案。3月15日，
该成果登上《科学》。

韩宏伟团队自主开发的可全湿法加工的可印刷介
观钙钛矿太阳能电池，其特点是在单一导电衬底上依次

“刷上”三种含纳米材料的“浆料”，构成独创的3层介孔
膜结构，第1层是二氧化钛，第2层是二氧化锆，第3层是
碳，之后再将钙钛矿材料填充其中制备而成，整体形状
类似海绵。

相比传统光伏器件，这块太阳能电池成本更低，也
更容易制备。由于“海绵状”多孔结构的特殊性，收集光
能的效率更高，对材料的要求更低，使得器件材料和工
艺成本大大降低，仅为传统太阳能电池的1/3甚至更低。

同时，由于其“海绵状”3层介孔膜结构的独创性，解
决了全湿法制备大面积光伏模组的良品率技术难题。
相比传统钙钛矿太阳能电池5层结构，该成果创新性地
提出了载流子3D注入机制，无需空穴传输层。这种可
印刷介观钙钛矿太阳能电池的光电转化效率大幅提升，
突破了全湿法制备光伏器件效率低的传统认知，被视为
新一代低成本光伏技术的杰出代表，展现出非凡的产业
前景。

华中科技大学为论文的唯一通讯作者单位，华中科
技大学刘佳乐、武汉万度光能研究院陈夏岩、华中科技
大学陈开中、中科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田文明为共同
第一作者。华中科技大学韩宏伟、梅安意和凌福日为共
同通讯作者。

早在2013年，团队就发现了一种方法，既能解决钙
钛矿材料在光电转换过程中的衰减难题，还能以超低成
本制备光伏器件——可印刷介观钙钛矿太阳能电池专
利技术由此诞生。

2014年，《科学》刊发团队成果“一种具有高稳定性
的无空穴传输材料的可全印刷介观钙钛矿太阳能电
池”，首次报道了光照稳定的钙钛矿太阳能电池，改变了
人们对该新兴光伏技术“本质上不稳定”的看法。这一
前沿性基础研究是中国在廉价清洁能源领域取得的重
大突破，也实现了我国太阳能光伏领域研究在《科学》上
零的突破。

2018年，《科学》再次刊登了团队合作完成的钙钛矿
太阳能电池产业化挑战研究进展报告，展示了由自主研
发制备的可印刷介观钙钛矿太阳能电池模组构成的示
范性光伏发电系统，鼓舞了领域发展。

十余年来，团队取得了一系列具有国际影响力的重
大突破和原创性成果，在低成本光伏技术研究领域实现
了从“跟跑”到“领跑”的跨越式发展，为我国能源光电器
件与材料产业的发展升级提供了理论支撑和技术储备。

突破第三代光伏技术瓶颈
武汉光电国家研究中心韩宏伟团队成果登上《科学》

本报讯（记者左盈 通讯员岳琦）“终于有一天，我们
亲眼看到了那段特异性断裂的DNA。对团队来说，那
是最激动人心的一刻。因为那是我们第一次见到自然
界最强大的守护神之一，‘Gabija女神’的真面容！”3月
12日，我校生命学院朱斌教授团队联合武汉大学王隆飞
教授团队在《自然》发表合作研究论文，揭示Gabija免疫
系统防御机制，为探索代谢物作为免疫防御的潜在危险
信号提供了新的研究方向。

Gabija免疫是自然界已知丰度第三、仅次于限制修
饰系统和 CRISPR 系统的原核生物免疫系统，仅由
GajA和GajB两个基因组成，却可以高效免疫各类烈性
噬菌体的侵染，是自然界最广谱高效且精简的免疫系统
之一。

自2016年开始独立研究起，朱斌就决心将他多年
的核酸酶研究经验投入到经典分子生物学的“遗
珠”——原核生物免疫系统中去。2018年，生物信息学
分析发现了上千种潜在原核生物免疫系统，但其元件的
酶学功能及抗病毒机制均未知。在这些神秘系统中，朱
斌对以守护女神命名的Gabija系统“一见钟情”。于是，
团队针对这一问题从零开始探究。

基于长期的核酸酶研究基础，团队在国际上首次揭
示了 Gabija 系统的分子机制。2021 年，团队发现 GajA
是一个受NTP浓度负调控的DNA缺刻酶，噬菌体侵入
后高强度的转录降低了细菌细胞内NTP浓度，使GajA
活性得以激活，对噬菌体和细菌自身 DNA 进行切割。

2023 年，团队发现 GajB 是一个受 DNA 末端激活的 A/
GTP水解酶，其激活信号是具有一定长度DNA的3’末
端。GajA和GajB通过反应效果与激活信号的互补互相
激活产生极联放大的正反馈循环，破坏细胞DNA同时
清除重要代谢物A/GTP导致流产感染。该研究解析了
Gabija复合物5种状态的冷冻电镜结构，阐明了ATP抑
制、DNA结合与切割以及GajA和GajB相互作用的大量
分子细节。

论文共同第一作者、课题组博士后成锐表示，初次
投稿时，团队发现了一个GajA与DNA复合物的结构，
但是结构分辨率较低。审稿人对此提出质疑。如何提
高结构分辨率？成员们反复尝试了多次电镜，但一直无
法成功。“带着不抛弃不放弃的信念，我们团队经过大量
摸索和尝试，才终于找到二者结合相对较强的实验条
件，最终捕捉到了一个最好的状态，并获得了高分辨率
的结构。”

不停地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几乎是团队的常态。
朱斌说：“面对全新的东西，我们只能根据千丝万缕的线
索，结合过往的经验知识，去猜测、去试验。而核酸酶的
功能千变万化，底物与配体选择的可能性则浩如烟海。”
他表示，对一个从未有人研究过的酶进行功能研究，很
可能一无所获，但这就是科研的魅力。“能挖掘微观世界

‘新大陆’上更多的新发现，正是科研的乐趣所在。”
朱斌、王隆飞为论文共同通讯作者。武汉大学、华

中科技大学分别为文章第一、第二完成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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