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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两位新晋中国科学院院
士外，今年新增的中国工程院院
士中，也有一位院士与宁波有着
不可分割的联系，他就是现任国
家生化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常务
副主任应汉杰。尽管应汉杰籍
贯是江苏，但他出生在宁波，成
长在宁波。

应汉杰，1969 年出生在慈
溪，在慈溪宗汉街道金堂村长大，
初中就读于宗汉高王中学，高中
就读于周巷中学。应汉杰出身于
农民家庭，他朴实的父母始终认
为，学知识懂文化考上好大学才
是孩子应该走的成才之路，也正

是这样重视教育的家风，深深鼓
舞着他坚持求学。

据了解，应汉杰主要研究方
向包括生物分离工程、酶工程。
讲授生物分离工程、药学进展等
课程。他开发了治疗心肌缺血、
糖尿病等多个疾病的新药。

在应汉杰的成才之路上，慈
溪市宗汉街道金堂村重视教育的
氛围也起到了相当重要的作用。
据了解，金堂村自古就有尊师重
教的传统，学习氛围相当浓厚，上
世纪80年代以来，该村走出了多
位名校博士。

记者 吴正彬

院士之乡宁波
又见又见““一门双一门双院士院士””

2021年两院院士增选结果揭晓
其中两位系甬籍，另有一位在宁波出生、长大

随着2021年两院院士增选结果揭晓，甬籍院士的数
量增加到120位。今年新增的两位甬籍院士，分别是马余
强和李骏，两人都当选了中国科学院院士。此外，今年新
晋中国工程院院士的应汉杰，虽然不是甬籍，却在宁波出
生、长大，与宁波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宁波银行专栏

11月17日下午，中国人民银行北仑

支行联合宁波银行北仑支行在大碶文化

宫广场开展“现金服务提质效，残币回收

进村镇”零币兑换活动，为市民兑换、回收

零币和残损币共计7000多元。

当天下午1点半，活动刚刚开始，现场

就有不少人围了过来，有的是路过的行

人，有的是特意赶过来的市民。一名市场

摊主表示，现在虽然流行移动支付，但我

们是小本买卖，平时总会收到一些硬币，

时间长了，硬币越来越多，也成了烦心

事。这次听说“大篷车”来了，赶紧过来兑

换。银行兑换效率高，很方便。一位市民

和女儿特地带着储蓄罐来到现场兑换，

1604枚硬币兑换了1000多元。她表示，

这是第二年参加硬币兑换活动，女儿会把

硬币积攒起来，等着活动统一兑换。她希

望这项活动能持续开展下去，让硬币流通

起来。

宁波银行北仑支行工作人员耐心地

为现场市民提供零币兑换、残损币回收

服务，经过快速、有序的工作，共兑换零

币 5328 元，收拢残损币 2321 元。利用

这次机会，宁波银行北仑支行工作人员

主动宣传人民币相关知识，鼓励市民、商

户积极参与硬币兑换，培养良好的硬币

使用习惯，爱护人民币，同时讲解不宜流

通人民币的危害性，传授现金防伪识别

技巧。

市民和商户手中的硬币平时如何

处理？据宁波银行工作人员介绍，目

前，宁波银行大碶支行厅堂内配备了硬

币清分机，设置了残损币兑换专窗，方

便客户兑换残损币、零币和现金。大碶

支行与周边商户建立线上预约兑换机

制，为商户提供专属兑换时间，得到周

边商户一致好评。

大篷车零币兑换进村镇活动，是北仑

区创建现金服务示范区的举措之一。在

中国人民银行北仑支行指导下，宁波银行

北仑支行始终以服务区域民生，服务社会

经济发展为己任，不断提升现金服务质

效，开展金融服务进社区、进乡镇活动，提

供便民、利民、惠民的金融服务。

宁波银行北仑支行下属的大碶支行

作为现金服务示范区的试点网点，在网

点专门设立现金服务宣传公示区，摆放

各类宣传资料方便客户翻阅了解；在厅

堂专门配置了一名服务大使，引导客户

日常做好现金管理，并提供兑换服务；在

窗口提供绿色通道，优先办理小面额、不

宜流通人民币兑换业务；在延伸服务上，

每月坚持把金融讲座送进社区、学校，把

普惠金融送进农贸市场、企业，帮助市民

守住钱袋子，增强风险防范意识和责任

意识。

宁波银行北仑支行

“大篷车”开出来，“沉睡”零币动起来

宁波又见“一门双院士”
马余强，1964年出生在余姚

市鹿亭乡晓云村，理学博士。现
任南京大学物理学院教授，博士
生导师。主要从事物理学与化学
和生命科学交叉的软凝聚态物理
领域研究，在国际知名学术刊物
上发表论文200余篇，主持过国
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重点项目、国家自然科
学基金重大研究计划重点项目等
国家级项目。

马余强是家中长子，毕业于
宁波师范学院，毕业后留校任教。
1993年获南京大学理学博士学
位，1995年被聘为南京大学物理
学教授，1997年入选教育部跨世
纪优秀人才培养计划，1999年荣
获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2001
年入选教育部长江学者奖励计划
特聘教授。现为南京大学物质科

学前沿理论研究中心主任。
此前，马余强的弟弟马余刚，

于2017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
士。马余刚出生于1968年，核物
理学家，现为复旦大学现代物理
研究所特聘教授。1982年 9月
至1985年6月，马余刚就读于余
姚八中（原梁弄中学），本科就读
于杭州大学物理系，后被免试推
荐进入中科院近代物理研究所读
硕士，又进入中科院原子核研究
所读博士。1994年，26岁的马
余刚被破格升为中科院原子核研
究所研究员、博导。

马余强当选院士后，宁波又
涌现了“一门双院士”的佳话。此
前，祖籍为宁波镇海的杨福愉、杨
福家兄弟，成为了第一对甬籍“院
士兄弟”，马余强、马余刚兄弟是
第二对。

享受教书育人的李骏院士
新晋中国科学院院士的李骏

出生在上海，籍贯是宁波鄞州。
1982年毕业于复旦大学数学系，
1984年在复旦大学数学研究所
获硕士学位，1989 年在哈佛大
学获博士学位，美国斯坦福大学
终身教授、复旦大学数学科学学
院双聘教授、上海数学中心首席
教授。

李骏的研究方向是基础数学
中的代数几何。他认为，基础数
学研究总和应用相关，可以为其
他学科的研究提供基础。他还
说，数学的神奇在于，每一次重大

研究过程中，总会有很多重要的
直觉不见了，但是又会产生新的
直觉，带你走向新的发现，感受数
学的美妙，拓展数学研究的边界。

除了做基础数学研究外，李
骏还十分享受教书育人的过程。
他表示，给本科生上课就像看着
自己的孩子成长，每天都会有新
的快乐。回国后，他每年都会给
复旦数学系的本科生上基础课。
上过他课的学生说，李骏授课最
大的特点是，总能从现实中的案
例出发，深入浅出地为学生讲高
深的数学理论。

从金堂村飞出的“金凤凰”

马余强（左）、马余刚（右）兄弟在余姚八中梁弄校址合影（资料图片）。
图片来源：余姚新闻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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