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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院举行 2021 年度表彰大会
本报讯  6 月 17 日，化学化工学院召开全院教职

工大会，会上举行了 2021 年度潘中来奖管奖教金、
缪炳文奖教金、中旗科技基金、赛尔学术论文奖的颁
奖仪式。瑞声科技中国区副总裁徐斌、江苏大众书局
文化产业有限公司董事长缪炳文、江苏中旗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董事长吴耀军以及中国科学院院士郭子建，
副校长王志林、张峻峰出席会议。

大会颁发了优秀党务工作者、潘中来优秀科研成
果奖、潘中来重要科研项目奖、潘中来学术声誉贡献
奖、缪炳文教书育人优秀奖、缪炳文课程与教材建设
优秀奖、中旗科技招生就业创业贡献奖、中旗科技管
理及公共服务工作优秀奖、中旗科技考核优秀奖、赛
尔学术论文奖等 10 个奖项，全院共有 19 个团队以及
117 人获 2021 年度表彰。

徐斌、缪炳文、吴耀军三位捐赠人及代表致辞，
他们向学院获奖教职工表示祝贺，并回顾了自己的求
学往事。他们认为，正是在南京大学的学习，个人事
业才有了坚实的基础。设立奖励基金，既是报答母校
培养之恩，也是为了帮助母校培养更多优秀人才。（化院）

体育部和学生座谈
新时代体育课程改革

本报讯  6 月 23 日，新时代体育课程改革学生座
谈会在方肇周体育馆举行。近三十位学生代表畅所欲
言，对我校开展的体质健康提升课、“每生一体育俱
乐部”计划表示充分肯定，同时围绕体育课程教学内
容、考核评价方式、课外体育活动、体育场馆设施使
用等提出建议。

王志林副校长指出，实现体育育人的目标，不仅
依靠体育课堂教学，更重要的是学生的课外体育锻炼。
今后体育教育要以提升学生体质健康水平，让学生掌
握 1-2 门运动技能为目标导向，针对不同水平的学生
实行分层次教学指导，注重过程性评价和学生水平提
升程度考核，由课程教学逐步转向帮助学生实现锻炼
目标，让学生真正在体育运动中享受乐趣，增强体质，
健全人格，锤炼意志。                                   （袁莎莎）

后勤集团推进新生学院
入驻鼓楼校区后勤服务保障工作

本报讯  6 月 17 日，后勤服务集团召开新生学院
入驻鼓楼校区后勤服务保障工作推进交流会。各部门
负责人对筹备推进情况作了汇报，重点对伙食保障、
物业服务、水电保障、洗浴服务、教材供应、新生家
长接待等进行交流研讨。

钱国兴总经理指出，新生学院入驻鼓楼校区是
四校区联动提质、协调发展的重要举措。各部门要提
高政治站位，认真贯彻落实“最好资源向新生学院集
聚、最好条件为新生学院提供、最佳形象在新生学院
展现、最好本科在新生学院奠基”的要求，坚持问题
导向、目标导向，建立快速便捷的应急处置预案和畅
通有效的沟通协调联动机制，全力保障水电气、道路、
路灯等公用设施和学习生活设施的完好，努力做到“五
心”“五勤”一站式服务，做到服务理念现代化、服
务程序标准化、服务环境优美化、服务措施人性化，
让新生有良好的学习、生活体验感，努力实现“三优
三满意三育人”目标。                               （后勤集团）

我校举办第一届
“实验室安全技能大赛”

本报讯  6 月 21 日，我校在仙林校区举行第一届
“南京大学实验室安全技能大赛”，8 个院系的 23
支队伍参加了比赛。实验室安全是建设平安校园的重
要内容，学校举办此次安全技能大赛，旨在通过沉浸
式的技能比赛，强化红线意识和底线思维，提升师生
的危险源辨识能力、实验风险评估能力、实验现场管
控能力，营造良好的安全文化氛围。

比赛分为线上理论考核和线下实操考核，主要依
托教育部《高等学校实验室安全检查项目表（2022）》，
对实验室安全知识和现场隐患查找进行考察。线上理
论考核限定参赛选手在 10 分钟内完成 50 道题目，线
下实操分涉化、非涉化场景，各设 10 个隐患点，每
类场景设置 2 个平行考场，同时进行比赛。参赛选手
需分别在限定时间内进行隐患点查找，并针对发现的
隐患提出合理的整改方案。本次比赛最终评选出一等
奖 1 名、二等奖 2 名、三等奖 3 名、优秀奖 5 名。环
境学院、化院、现工院、地科院 4 家单位因组织较多
队伍参赛，被授予“最佳组织奖”。

                                           （实验室与设备管理处）

本报讯  6 月 24 日，文莱达鲁萨
兰国向我校捐赠近百册图书，这批图
书将有助于南京大学师生更加深入、
全面地了解、认识、走进文莱，为中、
文友谊添砖加瓦。南京市外事办副
主任孙曼、王振林副校长出席仪式。

文莱驻华大使馆副馆长兼临时
代办洪丽玲在线上致辞。她表示，
为庆祝文莱与中国建交三十周年，
文莱外交部希望通过向南京大学赠

书增进两国人民特别是青年学生之
间的友谊。她回顾了两国悠久的交
往历史，尤其是南京——斯里巴加
湾两座友城间的密切往来。南京大
学作为中国享誉盛名的高校，培养
了许多杰出人才。希望这些书籍能
够激发南京大学师生对文莱的兴趣，
文莱驻华大使馆也将积极促进两国
大学间交流。

王振林指出，中文友好关系自

古延续至今，南大和文莱的学者、
师生及友好人士在中国 - 东南亚联盟
对话合作机制下展开了一系列交往。
我校将继续积极响应国家“一带一
路”倡议，提高开放办学水平。期
待未来能与文莱驻华大使馆、南京
市外事办公室携手，在智库交流、
科技合作和人文对话等方面开展高
水平、宽领域、深层次的教育互鉴。

 （陈闻）

文莱国向我校捐赠图书

第十一届亚洲大学论坛在我校举行

本报讯  6 月 24 日，中国国际关
系学会第四届国际关系研究青年学者
论坛（线上）召开。论坛主题为“百
年大变局下的国际关系理论发展与创
新”，致力于探讨当前国际关系研究
面临的理论挑战，推动中国特色国际
关系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
的发展。来自全国近 20 所高校和研
究机构的专家参加了开幕式。

陆延青副校长指出，青年学者
应该积极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在勉励
南京大学留学归国青年学者回信中
的指示精神，积极站在坚定文化自
信、讲好“中国故事”的第一线上。
南京大学有重视国际问题研究的历
史传统，以王绳祖先生为代表的南
大国关学人成就了自身独特扎实的
学术风格。学校会采取更多支持举

措加强国际问题研究相关学科建设，
进一步提高研究水平。

中国国际关系学会常务副会长
徐坚、中国社科院俄罗斯东欧中亚
研究所所长孙壮志，分别就“百年
大变局与中国特色国际关系理论建
设”和“俄乌冲突和国际秩序”等
发表主旨演讲。

 （亚太发展研究中心）

我校举办中国国际关系学会青年学者论坛

本报讯  6 月 22 日，南京大学
120 周年校庆名家邀请展暨 2022 届
艺术学院硕士毕业作品展在美术馆隆
重开幕，展览由艺术学院、党委宣传
部、社科处、校庆办、博物馆、雕塑
艺术研究所共同承办。

杨忠常务副书记回顾了艺术学院
的深厚历史沿革，并从习近平总书记给
南大归国留学青年学者的回信精神出

发，对艺术学院提出新要求：一是希望
学院党委能够深入学习领会总书记重
要回信精神，落实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
加快一流学科建设，在美育事业上再
创佳绩；二是希望老师们坚持教辅和
育人相统一，坚持言传和身教相统一，
坚持潜心问道和关注社会相统一，坚持
学术自由和学术规范相统一；三是希望
同学们把报效国家服务人民作为自觉

追求，把人生追求、艺术生命同国家
前途、民族命运、人民愿望紧密结合，
坚定文化自信，讲好中国故事。

本次参展作品涵盖国画、油画、
书法、雕塑等艺术类型，形式多样、
风格鲜明，体现了艺术学院“开门办
学”的特点，同时反映出学院致力于
培养“有思想的艺术家”与“懂艺术
的思想者”的教育理念。（艺术学院）

艺术学院 2022 届硕士毕业作品展开幕

本报讯  6 月 20 日，庆祝南京大
学建校 120 周年“锦绣南大——姚惠
芬大师苏绣精品展”在鼓楼校区开幕。

姚惠芬是当代苏绣大师，从艺
40 多年。她出生于苏州刺绣世家，
自幼就开始学习。从 1990 年代，她
所创作的苏绣艺术精品几十次荣获国
家级工艺美术大奖及中国民间工艺最
高奖——“山花奖”，被誉为“中华
巧女”，先后荣获“江苏大工匠”“全
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先进个
人”“2018 中国非遗年度人物”荣
誉称号。其作品已被大英博物馆、澳
大利亚白兔美术馆、中国丝绸博物
馆、苏州博物馆等多家博物馆、艺
术馆收藏。

邹亚军副校长赞叹，此次展出的
姚惠芬刺绣作品既有古典美，也有现
代的创新之风。通过这些栩栩如生、
令人叹为观止的苏绣作品，可以引发
南大师生乃至社会各界对苏绣艺术的
进一步思考，探索和实践如何更好地

守护国粹，增强文化自信，推动民族
文化瑰宝更好地传承创新。

为庆祝南京大学建校 120 周年，

姚惠芬精心创作了苏绣作品《水竹
图》，邹亚军向姚惠芬大师表示感谢
并颁发收藏证书。              （蒙怡菲）

姚惠芬大师苏绣精品展开幕

唐嘉佑  摄影

本报讯  6 月 16 日，第十一届亚
洲大学论坛以线上线下相结合的形式
召开。本届论坛由韩国首尔国立大学
与我校共同举办，主题为“亚洲大学
如何在后疫情时代建立更紧密的教育
伙伴关系”。泰国朱拉隆功大学、菲
律宾国立大学、印尼卡渣玛达大学等
17 所高校参会。

亚洲大学论坛于 2011 年发起，
由 25 所来自亚洲地区的高校组成，

旨在为全球教育领域的可持续发展交
流提供优秀经验，已经成为亚洲国家
高等教育交流的重要平台。今年是我
校首次主办。

吕建校长在开幕式上介绍了南京
大学 120 年办学成就及全球开放发展
战略、“一校两城四校区”规划等。
他表示，高校不仅要让年轻一代做好
应对不确定性的准备，还要在全球范
围内加强履行自身的职责。疫情背景

下，亚洲高校的合作、伙伴关系的建
立显得尤为重要。他希望所有与会者
都能从今年的主题中受到启发。

在论坛专题演讲环节，嘉宾们分
享了自身高校应对疫情挑战的措施和
国际交流的经验。

与会代表还围绕国际学生招生与
安置、科技在教学中的应用、学生和
教职工的流动性，应对疫情的经验等
问题展开研讨。（付景旋 于涵璋 徐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