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握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新要
求、人民群众新期待，明确提出了新时
代新征程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发出
了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
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团结奋斗的
动员令。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
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党全国的首要
政治任务。要全面准确把握党的二十大
精神的内涵实质，深刻领悟“两个确立”
的决定性意义，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切
实增强政治自觉、思想自觉、行动自觉，
把党的二十大精神贯彻落实到建设“第
一个南大”全过程和各方面，紧跟习近
平总书记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撸
起袖子加油干、风雨无阻向前行，一步
一个脚印把党的二十大作出的重大战略
部署付诸行动、见之于成效，用新的伟
大奋斗创造新的历史伟业。

谭铁牛表示，胡金波同志以高度的
政治站位、饱满的政治热情、深厚的理
论修养、严谨的逻辑思维，点面结合、
突出重点、深入浅出、精彩生动地宣讲
了党的二十大精神，讲清楚了党的二十
大提出的一系列重要理论观点和重大战
略举措，讲清楚了学习宣传贯彻党的
二十大精神的具体要求，对我们进一步
领会掌握党的二十大精神“是什么、干
什么、怎么干”具有重要指导意义，蕴
含了对南京大学带头学深悟透笃行党的
二十大精神、加快建设中国特色世界一

流大学的深切期待。
谭铁牛强调，当前，全校上下持续

掀起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热潮，
并启动了以“全面贯彻二十大精神 加快
建设‘第一个南大’”为主题的大讨论
活动。作为国家重点支持的“双一流”
建设高校，南京大学将坚决贯彻中央战
略部署，以这次宣讲为新的契机和更高
起点，在全面学习、全面把握、全面落
实党的二十大精神上下功夫，统筹抓好
学习培训、宣传宣讲、研究阐释工作，
坚持把党的二十大精神转化为指导实践、
推动工作的强大力量，坚持一张蓝图绘
到底、一个目标干到底，意气风发开拓
南大事业发展新天地，齐心协力把南京
大学早日建成让党放心、让人民满意的
具有中国特色、南大特质、时代特点的
世界一流大学，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
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宣讲报告会结束后，青年师生代表
们热情围拢到胡金波身边，就学习贯彻
党的二十大精神争相提问交流。胡金波
对师生们的问题一一作了详尽解答。大
家认真聆听，频频点头，畅谈心得体会，
现场不时爆发出热烈的掌声。

“如何更好地理解党的二十大报告
提出的‘五个必由之路’这一规律性认
识？”南京大学文学院研究生曹玥首先
提出自己的疑问。

“习近平总书记所作的报告，通篇

闪耀着马克思主义
的真理光辉，充分
体现了中国共产党
这个百年大党初心
不改、矢志不渝的
清醒和坚定。”胡
金波表示，“五个
必由之路”的重要
认识，是我们党推
进理论创新的最新
成果，是新时代十年伟大变革宝贵经验
的深刻总结，是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
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行动指南，具有
很强的思想性、理论性、现实性、指导性。

党的二十大报告中特别将教育、科
技、人才工作进行集中阐述，强调要办
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加快建设中国特色
世界一流大学。作为留学归国青年学者
代表，“羲和号”卫星科学与应用系统
总设计师、南京大学天文与空间科学学
院李川教授对此十分关注，并就如何更
好领会落实教育、科技、人才三位一体
的战略部署和深刻理解办好人民满意教
育的核心内容和实践要求提出问题。胡
金波回答道，南京大学作为培养拔尖创
新人才的重要阵地，要落实立德树人根
本任务，构建服务学生成长的卓越教育
体系，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作为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的重要组成部
分，要坚持“四个面向”，发挥基础研
究优势，围绕国家需求和“卡脖子”难

题集中攻关，在推动科技自立自强上再
创佳绩；作为我国建设世界重要创新中
心和人才高地的组成部分，要把实施人
才强校战略摆在重要位置，造就更多“大
先生”、战略性科学家、拔尖创新团队和
杰出青年人才。

“青年强，则国家强。结合新时代
新特点，结合南京大学人才培养传统，
在校学生如何成为‘有理想、敢担当、
能吃苦、肯奋斗的新时代好青年’？”
面对南京大学法学院本科生宋奥的提问，
胡金波深切勉励南大青年坚定不移听党
话、跟党走，自觉做“两个维护”的忠
诚捍卫者、“时代新人”的忠实践行者、“服
务国家”的热情奉献者，心系“国家事”、
肩扛“国家责”、志在“国家强”，传
承发扬“宽德养士、至乐成学、吾道在国、
与世恒新”的南大精神，在实现第二个
百年奋斗目标新征程上激扬青春、书写
人生，无论走到哪里，都流出一首赞歌。

                      （许润达  张浩然  佘静）

本报讯  11 月 11 日，“南
京大学博物馆藏甲骨整理项目”
专家论证会在文学院举行。校党
委常务副书记杨忠出席会议。

该项目由校博物馆、文学
院、人文社会科学高级研究院、
出土文献研究中心联合启动。南
大有着深厚的古文字学背景和
甲骨文研究传统，建校 120 年来
专家辈出，著述甚夥。基于百廿
年学术底蕴，校博物馆的古文字
学文物收藏也极为丰富。校博物
馆现有甲骨收藏近 600 件，数量
在当前大陆收藏机构中排名前
列，在高校中更是高居三强。

杨忠表示，“南京大学博物
馆甲骨整理项目”响应习近平总
书记对甲骨文研究的关注，恰逢
其时，意义重大、使命光荣，亦
延续南京大学深厚的古文字学
背景和甲骨文研究传统。南大甲
骨的文化价值与学术价值兼具，
是本次整理工作的基础和底气。
杨忠强调，整理团队应深入贯彻
习近平总书记“致甲骨文发现和
研究 120 周年的贺信”“考察殷
墟博物馆重要讲话”和“给南京
大学留学归国青年学者回信”的
重要精神，希望参与项目的部门
院系团结合作，在打造标志性成
果上再创佳绩。

北京大学朱凤瀚教授、清华
大学黄德宽教授、吉林大学吴振
武教授、复旦大学刘钊教授、中山大学陈伟
武教授等，就南大甲骨的整理、研究与保护
相关问题进行论证。专家们充分肯定了这批
珍贵资料的学术价值和文物价值，并肯定了
整理团队整体计划的合理性。专家建议：甲
骨整理的信息搜集应做到全面化；整理的体
例应做到整体化；整理技术应做到专业化；
整理工作应与人才培养密切结合，“为往圣
继绝学”；整理应与研究同步，及时公布新
科研进展；整理应注重提升成果的效益；甲
骨整理应延续南雍学脉，发扬老一辈学人的
精神。                                               （文学院）

本报讯  11 月 12 日，《湿地公约》
第十四届缔约方大会顺利通过了中国提
交的《关于加强小微湿地保护和管理的
决议》，这是本届大会中国提交并顺利
通过的 3 个决议之一，展现出中国在湿
地保护方面的强大引领力。该决议由南
京大学常熟生态研究院起草。

11 月 8 日，在日内瓦分会场的大会
全会上，决议起草人南京大学常熟生态

研究院院长安树青教授代表中国就关于
“加强小微湿地保护和管理”的决议草
案进行发言说明。决议要求大会鼓励缔
约方采用适当方法开展小微湿地科学调
查，在适宜条件下开展小微湿地的水文
连通性和质量评估，颁布小微湿地的国
家和地方政策，并要求科学技术审查小
组制定小微湿地识别指南，以应对人为
活动给小微湿地带来的重大威胁，防止

小微湿地进一步丧失。
自 2014 年起，南京大学常熟生态

研究院就开始在常熟全市范围内开展小
微湿地建设工作。常熟的小微湿地保护
与建设起步较早，且成果斐然。常熟作
为全球范围内率先开展小微湿地建设工
作的城市，是决议的重要经验来源，为
全球生态环境治理提供了可借鉴的路径
与经验。                                （新闻中心）

本报讯  近日，南京大学电子科学与
工程学院彭成磊老师率队的“夜鹰”暗光
增强全彩成像作品亮相第五届国际进口博
览会，吸引了众多关注的目光。11月 5日，
工业和信息化部党组成员、副部长张云明
到访英特尔展区，详细询问了南大作品技
术细节，并对南大成果给予了高度评价。

“夜鹰”是一套基于人工智能实现

的新型全彩夜视系统。目前市面上绝大多
数的夜视相机能达到的成像低照度极限只
有 0.1 勒克斯，“夜鹰”无需辅助光源，
即可实现 0.001 勒克斯极低照度环境下的
高清视频全彩成像。团队搭建了一个小型
暗室，现场展示了作品的实际效果——使
用普通无补光相机拍摄到的原始画面非常
黑暗，而采用英特尔软硬件平台搭建的“夜

鹰”神经网络模型实现了对暗光成像的噪
声去除、色彩恢复和亮度增强，视频画
面呈现与白天一样全彩明亮的效果。

“夜鹰”技术成果不仅适用于现有
的夜视相机所能完成的监控、安防等应
用，未来在打击犯罪、环境保护、动物
保护、区域安全、地下照明等相关领域
都具有广阔应用前景。           （电子学院）

本报讯  11 月 12 日，由南京大学文
化与自然遗产研究所贺云翱教授领衔承担
的《南京市水文化遗产调查工作项目》通
过验收，南京水文化遗产家底首次被摸清。

调查团队历时一年共调查各类水文
化遗产 1936 项，占全省水文化遗产总
数的 23.2%。其中，工程建筑类水文化
遗产 1375 项、文献资料类水文化遗产
324 项、非物质类水文化遗产 237 项，
形成《南京市水文化遗产调查与研究》
总报告和鼓楼、玄武、建邺、雨花、栖

霞、江宁、六合、浦口、高淳、溧水 10
区水文化调查与研究报告。

此次调查全面梳理了胥河、胭脂河、
朱家山河等 20 余条南京历代古运河遗
迹，对明代初年南京都城时期的“大运
河”，即“胥河—固城湖—官溪河—芦
溪河—石臼湖—胭脂河—溧水河—秦淮
河”沿线水文化遗产进行了调查和梳理，
为江苏大运河文化带南京段建设提供了
资料基础。调查重视水生态文明视角下
的水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利用，挖掘水文

化遗产中蕴含的治水智慧和治水精神，
使传统治水文化与现代治水辉煌交相辉
映。调查组不仅对南京明代四重城垣相
关的水关、涵闸等城墙水利设施进行调
查，助力明城墙申遗，还把 1950 年—
1978 年间重要水利遗产也纳入到本次调
查的范围。通过全面调查，调查组提炼
了南京水文化的精神价值，其中蕴含的
“自力更生、艰苦创业、团结协作、无
私奉献”的精神内涵，成为南京儿女乃
至中华民族的一座永恒丰碑。（新闻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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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湿地公约》第十四届缔约方大会召开

中国提交的《关于加强小微湿地保护和管理的决议》获通过
该决议由南京大学常熟生态研究院起草

南大电子学院科研成果亮相进博会

南大团队摸清南京市水文化遗产

青年师生代表们热情围拢到胡金波身边   佘治骏  摄影

江苏省委宣讲团来校宣讲党的二十大精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