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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进复旦大学江湾校区四号门，远远

就能望见新落成的江湾北食堂，旁边还有

新落成的宿舍。从江湾北食堂望去，融合

创新研究大楼在打地基。

六年来，学校推进校园基本建设工

作，四校区全部完成新一轮校园规划调

整，完成新建项目 63.07 万平方米，修缮

项目 43.49 万平方米。一座座全新的教

学、科研和师生活动空间破土而出，学生

住宿、食堂和公共文体设施条件明显改

观，一个更加现代、绿色、高雅的校园呈

现在师生面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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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张江的脑与类脑智能国际创新中

心实验室内，尖端科学仪器正在运转。这

座实验室所在的张江复旦国际创新中心，

是复旦打造的自主科创新高地。2017 年，

学校集中自身优势，对接上海科创中心建

设，主动调整张江校区功能布局，提出在

张江科学城建设张江复旦国际创新中心

的重大决策。

自 2023 年 8 月起，张江复旦国际创新

中心三栋科研楼项目陆续竣工。布局世

界科技发展制高点，张江复旦国际创新中

心打造“一计划两中心”：即国际人类表型

组重大科学计划、微纳电子与量子国际创

新中心、脑与类脑智能国际创新中心，聚

焦新一代信息技术、生命健康及其交叉等

领域研究，实现“从 0 到 1”的突破，解决国

家发展和人类进步中的实际问题。

枫林校区“二号医学科研楼”、江湾发

育生物学研究所实验动物房和实验物资

服务站、邯郸校区中华经济文化研究中

心、张江南方脑科学平台等各类科研空间

相继在五年间完工，助推学科发展。

除了学科科研空间，生活类建筑设施

也如雨后春笋，学校对各个食堂逐步进行

微改造，融入复旦文化元素，实现从校园

食堂到校园综合体的演化。

2020 年全面改造完成的本部校区北

区食堂是校园综合体的代表。公共空间

扩大、南北通透明亮、文化气息浓郁、场景

布置精心，加上各种新技术应用，一个绿

色、文化和活力的食堂就此诞生。

今年新落成的江湾北食堂有座位数

近1400个，满足单餐4500人次用餐。除了

满足师生用餐需求，江湾北食堂也是继本

部校区北区食堂后的又一个集餐饮、学术

交流、校园文化展示、劳动实践等为一体

的校园综合体。在这里，师生不仅可以使

用讨论间、散座等学术空间，也可以在静

音舱、景观位享受独处时光。穿过食堂特

别打造的“时光隧道”等校园文化展示区

域，师生们在享受美食之余，还可以了解

学校最新文化资讯。

江湾北食堂旁边，是新建的四栋崭新

的 19 层学生宿舍，总建筑面积 96000 平方

米，满足近5000名学生住宿。

全新亮相的宿舍之外，存量宿舍资

源也在改造升级。2021 年，经过近一学

期的装修改造，本部校区东区 17 号楼焕

然一新。

新落成的建筑与原有建筑，提供给师

生更优质的学习、生活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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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有一张永远不会丢的复旦校园

卡，该多好啊！”这曾是许多学生的美好愿

望。随着智慧校园的建设，新一代校园卡

系统亮相，愿望变成现实。2020 年 12 月，

虚拟校园卡——复旦生活码推出，出入校

门、乘坐校车、食堂消费、校医院就医……

一码在手，可实现多场景使用。

翌年 4 月，学校与上海公共交通卡公

司联合推出“复旦大学上海公共交通联名

卡”，校外也可刷卡坐公交、地铁、轮渡

等。“一卡通实体卡、复旦生活码、NFC 联

名卡三种刷卡方式可供选择，让我一入校

就能轻松应对各场景。”2023 级外国语言

文学院本科生陆欣桐说。

在光华大道散步、教学楼自习、办公

场所工作，你担心流量不够吗？不会！

2019 年教学科研区域全覆盖校园无线网，

随后 5G 虚拟校园网上线、应用场景创新，

提升师生用网体验。

登录 eLearning 系统，教师们可以直接

一键查看所有课程列表和选课名单。eL-

earning 系统在建设之初，就充分考虑到了

与校内其他业务系统的数据打通，避免老

师们在不同系统间反复切换。视频会议

专网和 CFFF 大数据传输专网的建设、“复

旦 eHall”微信小程序的上线、“平安复旦”

系统的建设等科研、教学、生活场景的信

息系统推陈出新。

2023 年秋季学期，旦苑食堂上新智能

称重自选餐，师生自由选择，按需取餐，提

升用餐体验，还能更好践行“光盘行动”。

这不是复旦第一次引入称重自助餐。三

年前，枫林校区西园餐厅运行称重自助

餐，受到师生欢迎。

在食堂吃完饭后，分类放好筷子、勺

子，倾倒剩余饭菜，餐盘放到回转式餐具

回收机，是师生们熟稔于心的用餐流程。

若留心观察，能看到回收处上方的循环再

生标志。

北区食堂改造后，绿色环保的餐厨垃

圾智能收集处理系统被引入。它以微生

物降解形式，将餐厨垃圾降解为符合国家

排放标准的二氧化碳和水，就地解决堆放

和异味产生问题。

垃 圾 分 类 、节 能 低 碳 不 止 在 食 堂 。

在各校区生活园区，四分类垃圾桶一字

排开，同学们可选择早、中、晚三个时间

段 ，把 垃 圾 带 下 楼 分 类 投 放 。 在 学 校

林荫道上，还能看到干垃圾与可回收物

的垃圾桶，看似平平无奇的它们，采用

太阳能取电，投放口感应开启，可以无

接触投放。

随处可见的新能源车充电桩、电动自

行车智能插座，便捷有序的快递柜、外卖

柜……一个更加信息化、智能化和智慧型

的绿色校园成为复旦师生生活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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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谈家桢旧居开馆的第一位讲解

员，两年多时间里，我参与讲解近50 场，开

展队伍培训近 20 次。”从谈家桢旧居讲解

志愿服务队队长到指导老师，朱震宇的身

份也从一名研究生、人才工程辅导员转变

为专职辅导员。3 年前，位于复旦玖园的

苏步青旧居、谈家桢（陈建功）旧居修缮一

新对外开放，与《共产党宣言》展示馆交相

辉映，构成“玖园爱国主义教育建筑群”，

成为复旦一大新地标。师生们纷纷前往，

感受复旦精神力量。

傍晚时分，北区食堂传来钢琴声音，

2022 级数学科学学院本科生方轩为师生

带来一首李斯特的《钟》。2022 年 9 月起，

北区食堂有了公共钢琴，给繁忙的学习生

活增添了艺术的色彩。

北区食堂的右手边，坐落着北苑亚洲

青年交流中心，这里是艺术教育的新天

地。“青书馆”、咖啡馆入驻，多功能活动室

活用为会议室、排练厅，三楼露台时常会

迎来一次读书会，抑或一场音乐会。未

来，更多丰富校园文化氛围的布置将在公

共区域涌现，丰富师生校园文化。

相辉堂自改扩建后，以更加协调、互

动、生态、开放的姿态重新活跃在校园，一

系列原创精品话剧在这里上演，一场场主

题音乐会在这里唱响，吕其明、黄宝妹、莫

言、李安等重量级嘉宾在这里与师生相

见，师生在此共赏舞剧《永不消逝的电

波》、京剧《铡美案》等高雅艺术。美育，充

盈校园。

2023 年底，学校正式启动“复旦源”历

史文化功能区建设。这片以相辉堂草坪

为中心的区域是复旦校区的发源地、复旦

精神的溯源地，被命名为“复旦源”。综合

师生校友和专业设计意见，规划新修校史

馆、博物馆，新建艺术馆、文化中心、校友

中心。未来，这片场域将建成为所有复旦

人共同的精神家园，文化场域向师生和社

会开放，与上博等国内顶尖机构合作建设

博物馆、艺术馆，集聚上海优势文化资源，

形成城市与大学文化软实力的叠加效应。

江湾校区的湖畔边，坐落着标志性硬

件设施——江湾校区体育馆，一个集体

育、休闲、交流、学习研讨、放松聚会于一

体的校园最具活力的复合化场所。“书院

杯”、“新生杯”、游泳等体育赛事在这里举

办，体育训练在这里进行，同学们的欢声

笑语时不时在这里响起。

未来，更多校园绿地“留白空间”，将

成为师生惬意休息的公共空间，更多的

高 水 平 展 览 、文 体 活 动 等 待 师 生 邂 逅

……一个让师生充满获得感、幸福感的

校园正在生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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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见更现代、更绿色、更高雅的校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