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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新闻

旦复旦兮，同舟共济。昨天，沪

上两所知名大学复旦大学和同济大

学建立全面深入的战略合作伙伴关

系。两校将在人才培养、学科建设、

科学研究、成果转化等方面开展实

质性合作，合力打造校际合作新典

范。此举意味着高校“破墙”改革迈

出重要一步，中国名校迈向世界一

流将不再“单打独斗”。

高校尤其是百年名校间签署战

略合作协议，在国内尚属新鲜事。

此前，人们听到较多的是高校联盟，

诸如九校联盟、卓越高校联盟等。

但是，此类联盟还局限于自主招生，

没有涉及深层次的教学、科研合

作。相比之下，国外名牌大学联盟

如著名的常春藤联盟有着较完善的

合作机制，比如，各大学会定期举办

学术会议，邀请其他联盟成员参与

并分享研究成果。常春藤联盟的教

职员工也会相互交流，合作开展科

研项目。常春藤联盟内部的大学，

在资源共享方面也有密切合作。

同济上海自主智能无人系统科

学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何斌认为，

从全球科研发展的态势看，国内高

校间的合作已势在必行。以当下最

前沿的人工智能领域为例，复旦、同

济各具优势。复旦大学张江类脑人

工智能科学与技术研究院，开展大

脑认知机制解析、神经形态仿真、类

脑智能算法等原创性基础研究和应

用研究。复旦大学智能计算平台

CFFF“切问”一号、“近思”一号上线

开放，这是目前中国高校规模最大

的云上智算平台。同济大学人工智

能研究院则在无人驾驶等人工智能

应用领域拥有领先优势。何斌说：

“人工智能的基础在于算力，期待两

校在这一领域的合作。”

两所名校的全面合作，同时体

现在学生培养上。比如，同济拥有

建筑设计规划、汽车等传统优势专

业，复旦数学、物理、化学等理科基

础学科实力雄厚。试想一下，同济

一个学建筑或者研究汽车的学生，

同时接受复旦数学、物理基础教学

熏陶，其学业水平及研究能力将明

显提升。

昨天签署的两校合作协议，囊

括人才培养、学科建设、联合科研大

学治理、成果转化与创新创业、社会

服务六大方面。

两校将启动本科阶段的优质课

程共享互选，深化本科阶段跨学科

大平台建设，加大课程资源共享力

度和规模。复旦与同济将各自优质

的通识课程“贡献”给对方。复旦在

通识核心课程中推出10门课程向

同济学生开放，涉及经典传统、哲学

批判、文明互鉴、现代社会、科学技

术等课程。同济将重点打造的工程

能力与创新思维、社会发展与国际

视野、科学探索与生命关怀等方面

的10门通识课程向复旦学生开放。

这些优质课程第一次跨出学

科，跨出校门，跨出学生群，在上海

高校区形成了一种新的融合形态。

这必将为拓展两校学生的学术视

野、提升创新能力奠定更坚实的基

础，也为新时代大学间的教育教学

合作打造新模式。

同时，2024年，复旦将与同济

充分结合两校学科优势，共同举办

新一届暑期国际学校。复旦将遴选

2—4个人文社科专业和理科专业，

同济将遴选2—4个工科专业，联合

引进国际顶尖师资，面向全球招生，

吸引更多优秀人才相聚复旦和同

济，擦亮两校合作“金名片”。以此

为起点，两校未来将进一步推动研

究生课程资源、培养经验以及课程

建设评价专家资源共享。

同济党委书记方守恩表示，两

校签约，将合作向纵深推进，同题共

答“强国建设、高校作为”时代答

卷。双方联手培养高素质拔尖创新

人才，共同提升科技创新策源能力，

努力走出一条建设中国特色世界一

流大学的新路。

复旦党委书记裘新表示，期待

两校瞄准高等教育“国家队”和“主

力军”的使命担当，双向奔赴、携手

并进，为国家教育、科技和人才“三

位一体”发展续航添力，共同书写

“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新篇章。

本报记者 张炯强

复旦与同济建立全面深入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名校迈向世界一流不再“单打独斗”

日前，从辉河路走到虹口实

验中学，地面上的“最美护学路”

中英双语标识，格外吸引眼球。一

橙一黄两条醒目的直线贯穿小路，

引导行人和非机动车分流，保障校

门口的交通顺畅和安全。

艺术坐凳、互动墙绘、便民健

身点、时光展示圈……改造后，在

巴林路60弄附近，两条不起眼的

背街小巷，经过一番精心装饰，成

为温馨的“最美护学路”。

本报记者 张龙 摄影报道

本报讯（记者 左妍 通讯员

徐英）位于浦东新区高科西路1908

号的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九

人民医院国际医疗部、特需诊疗部

日前揭幕启用。其依托总部资源，

建立起诊疗、检查、治疗、手术相结

合的一站式服务体系，为患者提供

多样化、高端化医疗服务。

九院院长吴皓表示，开展国际

医疗服务，符合上海发展国际医疗

旅游的战略发展需求，能为在沪外

籍、中国港澳台人士及高端商业医

疗保险购买人群提供医疗健康服务

需求，让他们安心选择在上海就医。

上海九院国际医疗部启用

总体高位运行 节前平稳 节后集中

春运铁路客流将“四流叠加”

“最美护学路”

教育新观察

昨天，2024年春运首日（1月

26日）火车票开始销售，部分热门

线路火车票的关注度快速上升。

按照火车票预售期15天（含当日）

计算，今天开售1月27日火车票，

明天开售1月28日火车票，以此

类推。

客座能力
较2019年春运增逾一成

2024年春运自1月26日至3

月5日，共40天。据国铁集团介

绍，2024年铁路春运是疫情防控转

段后第一个常态化春运，预计铁路

客流将出现探亲流、学生流、务工

流、旅游流叠加，呈现总体高位运

行和节前相对平稳、节后相对集中

的特点。

国铁集团表示，在1月10日实

行的一季度运行图基础上，铁路部

门将动态跟踪客流变化，及时编制

春运列车运行图，进一步增加客运

能力。全国范围内，预计节前每日

安排旅客列车12700列左右，节后

每日安排旅客列车12800列左右，

客座能力较2019年春运分别增长

14.4%、12.6%。

到热门目的地
日间高铁票最为紧俏

同程旅行平台搜索数据显示，

昨天火车票开售后，一线城市及区

域核心城市发往重庆、哈尔滨、贵

阳、成都、昆明、西安、长沙、郑州等

方向的春运首日火车票最为热

门。从线路结构来看，74%为高铁

线路，抵达热门目的地的日间高铁

线路车票最为紧俏。

客流结构方面，春运首日至1

月底的铁路出行，以务工人员和各

地学生返乡客流为主。1月中旬开

始，各地高校陆续放寒假，学生返

乡客流高峰预计将持续至春运第

一周，与第一拨务工人员回乡流形

成叠加之势。

有的热门线路火车票紧俏，使

得不少旅客将机票作为春运出行

的备选方案。随着铁路春运售票

开启，热门线路的机票搜索量也随

之显著增加。广州至哈尔滨、广州

至重庆、乌鲁木齐至郑州、深圳至

重庆、上海至重庆、温州至贵阳的

机票搜索热度上升最快，日搜索量

环比增长40%以上。

未买到火车票
勿忘提交候补购票订单

需提醒旅客的是，如果第一时

间未买到火车票，通过12306网

站、手机客户端的“候补购票”功能

进行候补购票，还是有一定的成功

率。春运旅客大多是第一时间即

提前15天买票，“提前量”长，意味

着有的旅客会因行程有变而退

票。有退票后，12306系统会按候

补订单顺序把票分配给相关旅客。

此外，国铁集团表示，春运期

间，将根据铁路12306候补购票数

据，采取增开临时旅客列车、动车

组重联运行、普速旅客列车加挂车

厢等方式，及时在热门方向、区间

和时段灵活增加运力投放。也就

是说，提交候补购票订单，就是在

“催”铁路部门增加运力。

按12306网站候补购票操作说

明，每位用户可提交2个候补订单，

每个订单可添加发到站相同（支持

同城不同站）的2个相邻的乘车日

期，每个乘车日期可添加5个不同

“车次+席别”的组合需求。

本报记者 金志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