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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讯（记者 郜阳）带着母校

的殷切祝福，上海科技大学 2021届
毕业生将走向更广阔的人生舞台。

在今天上科大的毕业典礼暨学位授
予仪式上，中国工程院院士、“共和

国勋章”获得者钟南山也为年轻人
送上了祝福。

当钟院士登上讲台，全场爆发

了响亮的掌声。他说，昨天抵沪后，
听到了不少同学的故事，我为上科大

能从本科开始培养创新理念感到高
兴。他对上科大毕业生们提出希望：

不但有理想，而且有梦想；不但有要
求，而且有追求；不但有志气，而且要

争气；不但有热情，而且有激情。他还
告诉莘莘学子，中国科学家会加速研

发对变异株感染更有效的疫苗，让
国产疫苗对变异株同样有效。

记者了解到，截至 6月 30日，

上海科技大学 2021届 332名本科
毕业生中，28%获得海外 15个国家

和地区的 160个录取通知书，他们
中的 75%获得全球排位前 50名的

高校录取通知书。53%的本科毕业
生选择在国内高校攻读研究生，

12%的本科毕业生选择就业。2021

届 228 名硕士毕业生中，76%选择
就业，7%选择去海外攻读博士，

10%选择在国内攻读博士。2021届
165 名博士毕业生中，93%选择就

业。选择就业的毕业研究生中，超过
70%前往国家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

就业。上海科技大学“校长奖”获得
者、生命学院本科毕业生李佳欣的

下一站，是约翰斯 ·霍普金斯大学。
四年中，从课程到实践，从学术到活

动，她有了很多新鲜的尝试。小姑娘

曾听学长讲过，有些人担心上科大
因为新而名气不足，但上科大的学

生走出去，并不需要靠学校的名气。
“与众不同的上科大让我们遇见自

己的与众不同，有光有声的人不必
怕夜与沉默。”这是她的亲身感悟。

上海科技大学校长江绵恒说，
这一届毕业生很有特点———开放与

自信、奉献与自律、智慧与创新。“上
科大建校以来，我们的高水平的原创

性成果、科技成果转化、大科学装置
建设等都广受关注和好评，但我们最

值得骄傲的，还是我们的学生成长、

成功和成才。”在毕业生即将开启新
的人生旅途之际，他有两句话与大家

共勉：立志“报国裕民”贵在坚持；心
怀“国之大者”勇于前行。

上科大毕业典礼上，钟南山院士这样寄语———

“不但有志气，而且要争气”

    近日，电影《1921》在全国上

映。 这部影片的一个特别之处，就
是让以往建党题材影视作品中的

配角———李达和妻子王会悟成为
了全片的主线人物。王会悟在历史

上还被称为“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第
一个安保和会务人员”。

上海的妇女运动一直走在全

国前列。 上世纪初，上海有两所全
国闻名的女子学校，而王会悟与这

两所女校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这在电影《1921》中也都有所介绍。

在距离中共一大会址仅 190

米的太仓路 127号，一百年前是法

租界白尔路 389号 “博文女校”所
在地。王会悟因为和博文女校校长

黄绍兰是闺蜜，私交甚好，于是王
会悟就同黄校长打招呼，以北京大

学暑期旅行团要来上海调研，想暂
住博文女校的名义，租下了博文女

校，成为毛泽东等部分一大代表的
临时宿舍。

中国共产党在上海成立后，把
妇女解放问题作为党的重要任务

之一。 1922年 7月，中共中央在上
海召开的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

作出《关于妇女运动的决议》。

上海的石库门“辅德里”不仅

是中共二大会议旧址，里面还曾有

所“平民女校”，这也是中国共产党
创办的第一所妇女干部学校。李达

曾担任上海平民女校业务主任，王
会悟协助管理学校行政事务。从这

里走出了丁玲、钱希均、王剑虹等
一批优秀的女共产党员。

从 1921到 2021年，在百年历
史长河中， 涌现了众多的杰出女

性，她们追求男女平等和自由，为
追求民族独立解放而奋斗。 她们

创造了历史，也见证了历史。 电影
《1921》塑造了中国当时的一批进

步女性形象，她们睿智、机敏，对

党的建立也做出了贡献。 除了王
会悟之外， 还有以鲜血浇灌理想

的杨开慧、 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
女党员缪伯英、 为中国人民解放

事业和妇女儿童事业奉献终生的
宋庆龄等。

在中国共产党百年征程中，千
千万万的女性把自己的理想和祖国

的前途， 把自己的人生和民族的命
运紧紧捆绑在一起， 不仅完成了自

身命运的逆转， 更是为祖国的日益
强大贡献了不可或缺的“她力量”。

回望《1921》，初心历久弥坚，

芳华永不逝去。

■ 今天上午上海科技大学举行毕业典礼，钟南山院士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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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讯（记者 张炯强）位于

国顺路 650弄的复旦大学第九宿舍
被称为“玖园”，在此曾居住过多位

名师大家：从翻译《共产党宣言》首
个中文全译本的老校长陈望道，到

著名数学家苏步青、陈建功，还有新
中国遗传学的主要奠基人谈家桢、

著名政治经济学家蒋学模、《英汉大

词典》主编陆谷孙等。今天，玖园爱
国主义教育建筑群揭幕。

苏步青旧居、谈家桢（陈建功）
旧居全新亮相。修缮后的两座旧居

传承苏步青、谈家桢、陈建功三位
先生的精神内涵，完整还原旧居面

貌，以“爱国”“科学”为主题。它们，
与以“信仰”为主题的《共产党宣

言》展示馆（陈望道旧居）相呼应，
共同构建成为玖园爱国主义教育

建筑群，集中展现复旦人传承红色
基因、追求真理、科学报国、爱国奋

斗的信念信仰和价值追求。据介
绍，这里将对社会开放，成为上海

乃至全国开展理想信念和科学人
文教育的新地标。

早在陈望道旧居修缮时，复旦

大学便提出打造“玖园爱国主义教
育建筑群”的规划设想，计划修缮

苏步青旧居、谈家桢（陈建功）旧
居。去年下半年，玖园二期工程启

动，修缮工作展开，秉持“修旧如
旧”原则，最大程度还原旧居原貌。

走进苏步青旧居“东方第一几

何家”展厅，可见毛主席接见苏步
青的照片与苏步青的珍贵手稿，

展现了苏步青将数学与生产劳动
相结合、开拓新兴学科等贡献。苏

步青喜好诗词与书法，二楼展厅
展示了苏步青“数与诗交融”的生

活艺术。谈家桢旧居展厅摆放着一

座 DNA双螺旋模型，展示“基因技
术造福人类”的十个科普问题；在

星空展厅，三颗小行星以曾居住在
玖园的三位大师苏步青、谈家桢、

谷超豪命名，彰显“仰望星空、致敬
大师”的格调。

复旦大学档案馆历时 8 个月

策划设计布展，在数学科学学院、
生命科学学院和大师家属、学生、

相关合作单位等多方支持下，收集
到大量珍贵史料和展品，多维度展

现大师追求真理、克难攻坚、科学
报国、淡泊名利的精神与风范。

复旦玖园爱国主义教育建筑群揭幕
苏步青旧居、谈家桢（陈建功）旧居亮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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