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记者从复旦大学获悉，学
校各相关部门紧密配合，整合
多方资源，将迎新工作关口前
移，提前发布信息，提前网上办
理部分手续，提前建立师生联
系，让报到流程更细化，工作实
效更加提升。

新生可事先领取虚拟校园
卡，并协助同行亲友通过“邀请
码”的方式申请进校，将报到流
程前置；新生可通过迎新系统
和微信平台查询宿舍安排、新
生专用通道和车辆缓冲区的位
置，对报到路线做到心中有数。

为让新生有更暖心的入学
体验，学校也推出了各种新生

专享服务和活动。四个校区所
有食堂、咖啡厅、面包房为新生
准备了“赴旦之约”“未来可期”
专属套餐；学校推出智能问答
机器人“复小信”，将迎新相关
问题整理成专题知识库，等待
与新生互动。

为让新生更好地适应大学
学习生活，学校推出了一系列
新生适应教育活动。书院带来
导师见面会和先导课程、先导
摄影、先导调研、先导阅读等特
色项目，希望通过密切的师生
交流，将理想信念和价值追求、
大学精神和复旦传统、治学态
度和校风学风传递给新生。

各书院学生组织还以书院
主题色、书院Logo和吉祥物为
元素，结合校训、校风、学风、复
旦精神等内容，自主设计了美观
实用的书院生活介绍册、学习效
率手册、手机支架、小夜灯、阅读
书签、文件片夹等学习用品，制
成书院专属的特色“大礼包”发
放给每位新生，帮助“萌新”们熟
悉复旦文化，融入校园生活。由
学生设计绘制的书院“萌宠”也
在当天齐齐亮相，给新生们一个
大大的拥抱。在老校门、相辉堂
和光草，校团委还专门组织摄影
骨干，为新生和家长定格下最美
的入校一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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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春的火热在校园里升
腾。8月27日，来自全国各地
的3800余名2023级本科新生，
以及来自36个国家的300余名
留学生本科新生走进复旦，预
示着一场充满未知与挑战的大
学之旅正拉开帷幕。

上午，用1支笔战600场考
试圆梦复旦的故事主角张彦鹏
也在自然科学试验班摊位按时
报到。这支黑色碳素笔也在经
过高考这场最重要的考试后被
他从浙江带到了复旦。

笔上粘粘补补的痕迹清晰
可见。高三那一年，平时的课
堂小测验、重要的模拟考，这支

“几经沧桑”的笔，陪伴张彦鹏
完成了高三一年来大大小小近
600 场考试，也见证了他的每
次进步与成长。“它像一个战
友，一把比较趁手的兵器，陪伴
我走完整个高三，让我交出了
自己满意的答卷。”

高三期间，高强度的学习
训练，让这支笔的磨损尽数显
现，补胶水，修理弹簧，他前后
对这支笔大修了3次，粘粘补
补也有过很多次，笔芯更是换
了一大捆，足足70多支，那是
刻苦勤奋的记号。

“只要它还能用，我就能把

它修起来，尽管在外人的眼里，
它看着奇形怪状，但它也会给
我一种积极的暗示——这场考
试不会有问题了”。如今，张彦
鹏特地把这支笔带到了大学，

“在它没正式退役之前，我还是
会坚持用它的。”

张彦鹏此前没来过上海，
甚至在高考前都没有出过浙江
省，但了解到复旦给予学生非
常多发展自我的空间，或是自
由包容的学术氛围，都是自己
非常向往的。从高中开始，他
就养成了每天慢跑3-8公里的
习惯，“我喜欢跑步后神清气爽
的感觉”。张彦鹏曾经说过，入
校后想做的第一件事是用慢跑
来感受校园的角角落落，但通
过报到找摊位以及探访图书馆
后，他笑言，发现校园很大，看
来得把这个小目标修正为“骑
车感受校园角角落落了”。

谈及入学憧憬，张彦鹏说，
希望在大一能够努力发掘自己特
长所在，找到真正所爱，继续向
着这个方向努力，尽早明晰职业
规划，探索自己的潜力。“我想继
续保持良好的作息，勤勉学习，
探索未知，也要为高中的学弟学
妹们做好榜样，鼓励他们树立远
大目标，逐梦未来。”张彦鹏说。

4200余名复旦“新星”报到

大学生建议社区食堂向年轻人开放

校门口的第一张照
片、到自家院系报到领取
丰盛大礼包、还有10元特
别配置的开学迎新餐……
一阵阵新鲜声音，一张张
青春面庞都在宣告一件
事：复旦新生闪亮登场。
4200余名复旦大学2023
级本科新生开始了他们
在复旦的第一步。迎新
报到现场，那名上过热
搜、曾用同一支笔战600
场考试圆梦复旦的男生
张彦鹏告诉记者，将继续
用这支笔开启在大学的
求学岁月。

青年报记者 刘昕璐

实习生 李蕙兰

今年，复旦推出微电子科
学与工程（集成电路领军人才
班，本研贯通）、金融学（金融
科技方向）两个新增招生专业
（方向）。记者看到，向新专业
报到的新生们彰显出了特别
的自信。

“我很喜欢理工科，复旦大
学的微电子类专业一直都吸引
着我。而集成电路是我国的技
术短板，我想通过在集成电路
领军人才班的学习，能够为国
家科研做出新突破。”集成电路

领军人才班报到摊位前，得知
新专业在本科就涉及科研计
划，新生周怡宁同学激情满满。

“很有国际范儿！我想作
为第一届本科生会有全新的体
验，可以结识到来自世界各地
的新同学。”毕业于上海中学的
颜祎昀同学由衷感叹道。作为
金融学（金融科技方向）班第一
届“小萌新”，她成为了班级“引
路人”，一边向记者们介绍新专
业，一边与新同学打招呼。

复旦大学金融学（金融科

技方向）专业于今年首次招生，
国际顶级师资团队、全英文专
业课程、国际化学习体验，以及
计算机、信息、数学、大数据等
多院系的联合支持，在互联网
时代，这类学科成为新的热门
趋势。“相较于选择传统的经济
学、金融学或管理学，我可能会
倾向于金融科技类的复合课
程。将前沿科技同金融学合
并，组合成为新型金融类课程，
我觉得这样在将来的行业竞争
中会更加有利。”颜祎昀说。

已换过70多支笔芯
这支笔从高中带到大学

他们选择了新专业，成为“第一届”

花式迎新，给新生最温暖的第一印象

本版摄影 青年报记者 施培琦复旦新生报到。

青年报记者 刘秦春

本报讯 近期，上海不少大学
生的暑期实践已经正式结束，在
对自己这个暑假的实践进行总结
的时候，奉贤区南桥镇的这2名
大学生表示“年轻人盯上了社区
食堂”，还调研了奉贤新城青年怎
么玩转夜生活。他们提出了哪些
建议，给出了怎样的答案？

这个暑假，大二学生沈佳蕾
在暑期实践的时候和她的小组成
员都盯上了社区食堂。在沈佳蕾
看来，社区食堂价格实惠、食材放

心，具有高性价比、方便快捷、安
全健康的特点。然而，他们也观
察到了社区食堂目前存在的一些
短板。例如社区食堂里负责助餐
配餐的社区工作人员负担较重，
人力成本高，人手不足。

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沈佳蕾
建议招募社区志愿者帮助社区
食堂进一步发展。居民可以注
册成为志愿者，并通过相关培训
提升服务水平，还可以根据志愿
服务内容和时长积累积分，在社
区食堂兑换饭菜、小礼品等福
利，从而减少人力成本。

他们还建议打造暖心食堂，
例如在春节、中秋节、端午节等
节日举办茶会、互助会。让无法
与亲人团聚的居民感受到节日
的温暖，增加居民之间互动和交
流的机会。

从年轻人的角度出发，沈佳
蕾还提出“社区食堂不仅应该服
务老年人，也应该向整个社区开
放，包括青年人”。可以推出适
合青年群体的简餐、营养餐等，
还可以在下午不出餐的时候，提
供下午茶，打造小集市，或者把
社区食堂打造成青年午后交流

休憩以及老年活动休闲并存的
多重功能场所。

怎样让Z世代青年更好地享
受、玩转新城夜生活？华东师范
大学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大三学
生夏乐妍暑期实践结束后，提交
了一份新城青年玩转夜生活的
总结和建议。

就夜生活中的饮食、娱乐和
活动三个方面，夏乐研从青年人
的视角，给出了些中肯而又实用
的建议。民以食为天，年轻人中
也有不少“吃货”，因此，夏乐研
建议在新城内的一些热门场所

举办美食夜市、特色美食会，促
进美食经济消费，增加夜生活热
度。夜间娱乐自然是少不了的，
除了建议开放面向全民报名的
夜间音乐会，增强青年参与度，
夏乐研还提出设置街头开放麦
和小型规范表演区域，为热爱音
乐的青年们提供平台。满足了
口腹之欲，过足了眼瘾，还要动
一动才健康。于是，她提到，还
可以联合爱好团体举办运动竞
技比赛，融合线下实体商业和青
年体育公共空间，促进夜间娱乐
运动和经济消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