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月13日晚上8点开始，枫

林校区开始准封闭管理。校门

关闭前，有不少老师带上被褥

等简单的行李，选择“逆行”。

牵挂正在进行中的科研，惦记

着实验室安全，担心教学的质

量和进度，是他们不约而同回

到校园的理由。基础医学院解

剖与组织胚胎学系教授张红旗

就是其中一位，而他的牵挂里

还有一群重要的、特殊的教学

“伙伴”——无言良师，这是对

红十字遗体捐献者的尊称。

水电煤气平稳供应
靠他们24小时守护

水电煤气作为最基本的生活

必需品，在准封闭期间更显重

要。在复旦，总务处能源管理办

公室（以下简称能源办）主任高翔

带领一批“看不见”的守护者，24

小时为能源平稳供应忙碌着。

3月17日恰是高翔的58岁生

日。与往年不同，今年的生日，他

在学校和同事们一起度过。尽管

想念家人，身为一名老党员，他眼

下无疑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

接到准封闭管理通知的第一

时间，高翔就组织调度6位能源办

的管理人员和14名变电站值班师

傅组成 20 人团队投入紧张工作

——燃气供应方面，值班人员做

好校区燃气安全检查，保持与市

区燃气公司沟通，保证学校燃气

正常供应；供水方面，除了保持供

需，还要时刻预备紧急状况的发

生，配备了应急抢修队伍确保在

校区供水管发生突发状况时及时

到位。

电力供应更是容不得丝毫马

虎。4个校区近50座变电配电站，

89 台变压器，用电量有无异常？

指示灯是否正常？各种仪表显示

是否正常？通过“听”“闻”“视”，

他们巡查记录变电站内的每台供

配电设备，一天两次，确保校区变

电站设备的正常运行。

“安全检查我们从不放松。

准封闭管理期间，为了减少流动，

学校给我们配备了防疫专用的接

驳车，接驳我们到各个气泡间的

变电站去巡视检查。在保证安全

的情况下，减少了去往各个变电

站的通行时间，使我们的日常巡

视检查工作井然有序。”高翔说。

学校变电站值班则保证24小

时人员值守。他们通过电力监控

平台，监督每个变电站的用电负

荷情况。两位退休返聘老师，不

输青年勇于担当，主动回校，申请

值守校园。68岁的常加麟在枫林

校区35kV变电站内驻点；62岁的

施燄则安排在江湾校区110kV变

电站内，经验丰富的他们和变电

站的值班师傅一起值守，确保了

学校电力供应的正常，为我们撑

起了校园安全“防护伞”。

接下来，能源办会结合学校

在准封闭期间管理的要求，继续

为学校能源供应提供坚实保障。

生活物资紧急调配
靠他们日夜奔忙

进入准封闭管理期间后，总

务处物业管理办公室（以下简称

物业办）主任陈戈每天从办公室

一睁眼，便开始奔波在校内各个

现场协调指挥。

疫情来袭，物资先行。由于

提前做了应急预案，物业办提前

两周就跟供应商制定了物品清

单，包括行军床、被褥等。准封闭

管理通知来临，他们并不慌乱。

启动准封闭管理后，仅物资

调配就有50多人参与，物业办4

位管理干部和一线后勤员工一

起，每日工作超过10小时。“大家

睡在办公室，遇到突发事件，撂下

筷子就需要赶赴现场。”陈戈说。

蔡志华在封控指令下达前2

小时接到任务，立即克服一切困

难调配人员和物资，赶赴核酸检

测现场，一直忙碌到深夜；李允强

从开始封控直到现在几乎没睡，

匆匆饮食便又投入工作，以至于

肠胃抽筋，委托同事从校医院开

药才得以缓解；北区负责的干部

带着十几名工作人员，既负责核

酸检测现场秩序，又负责物资发

放，保证不出任何问题。

由于物业办同志对四校区所

有场地和校区负责企业的情况都

较为熟悉，往往能第一时间处理

各种临时状况，比如学校对饮用

水的需求量非常大，而准封闭管

理期间配送时间有所延长，为避

免缺水，供水负责人提前储备了

足量的新鲜桶装饮用水。

对物资需求量最大的还是后

勤保障人员。起初由于宿舍床位

紧缺，部分食堂工作人员只能暂

时在大厅支开行军床，经学校各

方协调，就在3月16日晚上，他们

整体搬到宿舍楼中，陈戈的心才

稍稍放下一些：“后勤人员安顿好

了，师生生活也有了保障。”

让陈戈感动的是，紧急关头，

很多院系教职工、辅导员和学生

们一起共克时艰。一名学生打饭

时看到不停在做消杀保洁的阿

姨，主动询问是否可以加入。不

少学生志愿者参与引导讲解、协

助刷卡、扫码做核酸，还有搬运物

资等。部分后勤老员工因为不精

通数码产品，志愿者也耐心沟通

和指导操作。他特别感谢学生志

愿者们，“因为有了他们，我们的

后勤保障工作也开展得格外顺

利。”

14天饭菜不重样
靠他们辛勤准备

凌晨 3:30，当同学们还在睡

梦中，复旦大学食堂的灯却已经

亮了。一小时后，满载各类食材

的货车经消毒后驶入校园，工作

人员穿着防护服开始验收，并对

其外包装进行消毒……

这是学校餐饮团队近期每天

工作的开始。3月13日，学校进入

准封闭管理，由于用餐量增加、取

消堂食等因素，食堂备餐时间相

较以前提前了近一小时。目前，

554名餐饮员工每天要为四校区

师生提供超过1000种菜品、堂取

盒饭50000多份，还要为无法堂取

盒饭的师生送餐。

凌晨4点半，食堂工作人员就

开始验收原材料、做好入库前的

外包装消杀

种类丰富的饭菜、有条不紊

的备餐，靠的是未雨绸缪5-7天

的食材和一次性用品的储备，靠

的是周全的应急保障预案和所有

工作人员的努力。在接到封闭通

知前，餐饮条线根据原材料采购、

菜肴制作、消毒保洁、人员管理等

业务模块建立应急工作组，总务

处餐饮管理办公室（以下简称餐

饮办）全部管理人员投入到一线

保障，确保每个气泡内食堂均有1

名管理干部在内统筹协调，带领

一线餐饮员工做好供餐保障。驻

守教工食堂姚老师的宝宝只有10

个月，依然义无反顾的投身餐饮

保障工作中，封闭期间姚老师爱

人带着宝宝与她隔着围墙栅栏相

望短聚。旦苑食堂负责人杜科

农，从接到准封闭管理期间的餐

饮保障任务后一直连轴转——储

备物资，准备食材，给100多名员

工安排宿舍……没过两天，他便

病倒了，立即被送到医院就诊。

在等待就医的几个小时里，他一

直和同事们线上沟通，问什么时

候能回学校接着工作。

进入准封闭管理后，食堂一

线 工 作 人 员 面 临 住 宿 难 的 问

题。复旦四校区中，邯郸校区没

有充足的员工宿舍，仅旦苑和北

区食堂就有300多名员工等待安

置，不少人只能睡在食堂大厅。

而南区食堂作为自习空间开放

后，为不影响学生自习，员工们

在开餐前还要收拾被褥、腾挪空

间，许多人的睡眠时间一天仅四

五个小时。在学校支持与统筹

下，总务处协调体教部、退休处

等部门，开放舞蹈室，老年活动

中心等场所供员工住宿，并将临

时住在地下室、更衣室、食堂大

厅的员工协调至北区刚结束改

造的宿舍住宿。

收集学生诉求并快速转化成

实际服务，也是学校近期工作的

重点。3月14日早晨，餐饮办接到

学生反映的水果购买需求后，立

即联系供应商。当天晚上，各食

堂一楼就增加了水果供应窗口，

香蕉、苹果和橙子的销售首次出

现在复旦食堂中。餐饮办主任王

珏透露，食堂未来还将继续开发

“新技能”，陆续供应多样水果、特

色点心和甜品等，“老干妈也要配

一点”。

“希望在这段特殊时期，做到

让大家14天吃饭不重样。”

文/殷梦昊 章佩林等

师生在这些特殊的日子，在校园里每个角落

都能看见后勤人与时间赛跑的匆忙身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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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季学期正是医学生去实

验室上《局部解剖学》课的时间，

6间实验室里有42位大体老师已

经给学生上了3周课了。“最近学

生课程转为线上，实验室里的大

体老师如果不妥善保护，不通风

透气，可能会因上霉而损坏。”于

是，张红旗教授和一同留校值班

的解剖与组织胚胎学系主任、党

支部书记李文生教授商量，白天

给存放大体老师的实验室开起

了通风、空调设备，以保证质量。

张红旗讲授 30 多年的解剖

课，每次上第一节局部解剖学课

时，他都要向学生们介绍自己的

“搭档”：“这门课的授课老师除

了我，还有其他老师。我与他们

的区别是，我站着，他们躺着，我

能说话，他们不能，所以称他们

为‘无言良师’。”“‘宁可在我身

上错划二十刀，也不要在病人身

上划错一刀’，这是一位无言良

师生前对医学生的寄望。”张红

旗告诉同学们，这就是无言良师

无私的爱。

尽管线上课程无法开展实

践教学，张红旗丝毫没有放松教

学要求，除了常规课件，他还准

备了很多参考书、线上精品课程

和国内外大量解剖学数字资源，

希望学生能在这段特殊的时期

里，依然尽可能地学习和成长。

张红旗表示，疫情防控要顾

大局，“我们要学会面对变化，在

变化面前调整自己的心态和学

习生活安排。影响肯定会有，但

怎样减少影响，就需要我们师生

共同面对和解决了。”张红旗说

系里已经关注到同学们的需求，

老师们商量，回头将用周末时间

给大家补课，“接下来的周末我

们继续上课没关系，看到同学们

这么爱学习，老师再加班也都是

欣慰的。” 文/易 蓉

守护“无言良师”教授选择驻守校园

进入准封闭管理的复旦
校园，依旧平稳有序，复旦师
生的日常生活背后，是 2000
余名后勤工作者的用心坚
守。

食堂如何运转？物资怎
样调配？能源是否充足？分
秒必争、日夜兼程，任何一个
细节，他们都不放过。采访
期间，他们一边说着抱歉，一
边奔赴下一个任务点。

2015级临床五年制解剖
课结束时，同学们给张老师送上
了装订成册的听课感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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