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接棒妻子，教授雷震助
力社区高效防疫

4月14日，数学科学学院学院

副院长、教授雷震接过其妻子传

来的“志愿服务”接力棒，成为杨

浦区新江湾城街道社区志愿者。

雷震所在的小区核酸检测采

取“一户一通知”的方式，设计了

行走路线图，住户根据设计的方

向行走，避免和其他人照面。每

次参加核酸检测秩序维持时，雷

震在现场一站就是4个多小时。

“小区有400多户人家，核酸

检测分散在4个点。”雷震建议成

立多个不同功能的委员会，专人

统筹负责，提升效率。

而之前，雷震妻子已经参与

志愿服务。尽管家中有两个小孩

需要照顾，雷震还是挤出时间成

为小区志愿者和建言者，“在被需

要的时候，该去就去，没有什么好

迟疑的。”

段伟：“到了该我站出
来，为大家做一些事情的时
候”

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教职工

党支部书记段伟教授住在杨浦区

五角场街道社区，在浦西封控前

就报名加入小区抗疫志愿服务。

4月1日，段伟上岗。主要帮

忙收拾本楼栋居民的垃圾、送快

递到每户家门口。每次三、四个

小时不停歇。

4月5日，段伟所在楼栋出现

阳性病例，他的志愿服务限制在

本楼栋。楼栋管理模式持续到四

月底。封控解除后，他和楼栋其

他志愿者承担整个小区的快递运

送，接收、消杀、静置物资，分送到

各楼。

5月4日晚，其他楼居民见段

伟所在楼的志愿者太辛苦，要求

分担，“那天晚上23：40，居委发出

未来一周志愿排班表，20分钟内，

值班表就填满了。”段伟当时报了

三个时间段的志愿，能报上名，还

是因为刚好在写文章，及时看到

信息，拼手速填报上去。

段伟所在小区不乏其他复旦

教师志愿者的身影。外国语言文

学学院的汪中平老师、经济学院

的童庆莲老师已50多岁，仍积极

参加志愿者工作。经济学院冯剑

亮父子、史地所韩昭庆夫妇、脑科

学研究院邵志勇夫妇都以家庭为

单位参加志愿服务。基础医学院

的严钰锋老师基本每天都参加服

务，“复旦书馨公寓的志愿工作，

分为上午、下午和晚上三班，严老

师差不多每天都会参加一班。”段

伟说，除做好志愿服务外，他还和

严钰锋结合自身的专业所长，在

本楼的商议群里建言献策。

“作为有20多年党龄的老党

员和基层书记，我不上谁上？这

时候就该是我们这样的人站出

来，我没有任何理由退却！”段伟

说。

高艳琴：“我只是做了
件微薄的事”

哪里有需要，哪里就有党员

志愿者的身影。脑科学研究院教

授、教职工第一党支部党员高艳

琴积极响应“党员向社区报到”，

成为徐汇区枫林路街道社区志愿

者。

自4月中旬开始，高艳琴每天

投入到志愿服务中。她和楼栋里

的3位志愿者配合，负责核酸检测

秩序维持、楼栋叫号、抗原检测试

剂回收和信息统计等工作。

高艳琴还做好个人防护，主

动入户为楼栋内80多岁患有眼疾

的老人做抗原检测。“老人的两个

孩子不在身边，自己不方便做抗

原，我就跟楼长自荐每日上门帮

忙。”只要做抗原的那天，高艳琴

都及时帮助老人，并把抗原结果

传给老人儿子。前几天高艳琴要

参加早上8点的博士生面试，7点

40分就到老人家去做好抗原。

“我就是做了一件微小、简单

的事情。”年逾60的高艳琴用点滴

小事温暖他人，也温暖了自己。

“疫情下，除了做核酸，大家

都足不出户。有需求都在楼栋群

里交流，促进了邻里关系。”高艳

琴说，“在志愿者的热心、居民的

齐心下，我们楼栋从来没出现过

一例阳性，还获得‘楼王’的称

号。”

73岁退休老教授参加
志愿者服务

参加社区抗疫一线工作的，

还有退休老教授们。“我正在追求

‘赠人玫瑰，手有余香’的崇高境

界。”退休教职工党支部书记许晓

明教授说。而他，自退休以来，确

实一直在践行这个理念。

3月28日，许晓明看到党员到

社区一线报到的号召，就在“先锋

上海”小程序上，向虹口区江湾镇

街道社区报到。两天后，他邀请

离退休党支部的另一名党员，一

起到居委会亮身份，要求分配工

作。

4月3日许晓明上岗了。小区

封控期间，他在小区门口配合物

业，对外来物品消毒、静置，然后

整理、分发到每个单元的楼下，通

知居民领取。

居委会考虑到许晓明今年73

岁，没有安排他重活。特别是在

小区出现阳性病例后，居委会就

暂停他的志愿服务工作。“我很

感谢居委会对我的照顾。”他说。

5月初又重新上岗，每周四下午值

守小区门岗。

值守小区门岗，许晓明一点

儿也不陌生。早在2020年三、四

月，他就在小区门口帐篷里，进行

了为期近2个月的值守志愿者工

作。在为进入小区的人测量体

温、登记核查进出的车辆时，收到

的每一声“谢谢”、“老先生辛苦

了”，都让他感动。“我年纪大了，

一般不太轻易会感动，但那时听

到这些温暖的话语，会莫名地激

动许久。”

2014年，许晓明从管理学院

退休。半年后，他被聘请担任特

邀党建组织员，2015年5月又兼任

管理学院离退休党支部领导工

作，从原先的教书育人工作岗位

转移到为退休教职工服务的岗

位。“我愉快地接受了党组织分配

的新工作。”正是秉承着为大家服

务的理念，他在2020年和2022年

二度参加社区志愿者服务工作。

“‘老骥伏枥，志在千里’，我

将继续努力工作、服务大家。”许

晓明说。

文/章佩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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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先上！”教授主动下沉社区一线
他们用行动书写复旦人的抗疫担当

扫码溯源精准防控扫码溯源精准防控

四大校区使用四大校区使用““场所码场所码””

为切实做好学校常态化疫情防控工作，织密织牢校园疫情
防控网，学校落实市教委的要求，把推广应用“场所码”，作为学
校疫情防控工作的重要措施，按照“应申尽申、愿申尽申”原则，
由教务处、图书馆、医学院党政办、总务处、保卫处、基础教育集
团等部门发起申请，已累计申请232个“场所码”，覆盖四大校区，
场所主要包括教学楼、实验室、图书馆、食堂、会议室、办公楼、体
育场馆、学生活动中心、校门口等地。

在校园重点场所出入口醒目位置处，现已张贴“场所码”或
放置相关设备，师生员工们进入场所时，可以通过“随申办”移动
端（APP、小程序）、微信、支付宝的“扫一扫”功能扫描张贴的“场
所码”。也可通过重点场所部署的相关设备，扫描“随申码”或读
取身份证进行核验，做到逢进必扫、逢扫必验，不漏一人。

在邯郸校区综合楼前，赵
老师拿出手机，打开“随申办”
APP，扫描贴在展板上的“场所
码”。“嘀”的一声，随即手机弹出
页面，扫码时间、健康码、核酸记
录等信息一应俱全

重点区域已启用“场所码”

通过扫描“场所码”即可完成登记 文/章佩林
图/信息办 张江前指

学校不少教授在校外，在
社区，化身为社区志愿者，在抗
疫一线贡献力量。他们发挥党
员先锋模范作用，聚集志愿星
光，汇成璀璨星河。

高艳琴

段 伟

雷 震

许晓明

“场所码”为完善人员流动信息闭环管理机制，创建“无新冠病毒
清洁区”，提供有力信息化保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