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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力与责任心：
织密“防控网”

1 月 28 日，学校全面落实联

防联控措施，校退休处、老干部

处第一时间安排值班人员回校

参与疫情防控。

各二级退管分会负责人、联

系人、退休联络员（块组长）、离

退休党支部书记等微信群很快

运作，党政两条线形成共同关

怀，除转发上级文件外，还针对

老同志实际需求编写《疫情防控

提醒》。

生命科学学院4天内通过电

话、微信联系了海内外全部 189

位退休教职工，确认老同志的居

家和心理状态。

部分老同志发挥专业特长

承担抗疫任务。86 岁的闻玉梅

院士到校指导疫情防控和研究

项目，生命学院王洪海教授参加

评 审 学 校 新 型 冠 状 病 毒 肺 炎

（NCP）专项项目，陈家宽教授团

队紧急研究疫情与生物安全立

法，基础医学院项瓈、后勤办刘

光耀加入 BLS-3 实验室参与疫

情监控，公共卫生学院胡善联教

授接受健康时报《人民名医》采

访，新闻学院李良荣教授提交多

份决策咨询报告……

组织力与共情心：
发力“中场线”

长期以来，离退休教职工视

校园为精神与生活家园，1000多

位退休教职工居住在邯郸、枫林

校区周边，吃饭、配药、文化娱

乐、散步锻炼都依靠学校。疫情

当前，院系分党委这条“中场线”

把老同志的事作为自己的分内

事。

来校就餐是最先浮现的问

题。物理系刘老师腿脚不便，分

会几位党员同志帮他送饭。信

息学院赵老师出门不便，日常所

需的蔬菜和必需品都由分会任

久春老师送到家。

就医配药是普遍的难题。

在校领导支持下，退休处第一时

间整理了学校周边公立医院清

单，退休联络员带头去社区医院

配药，把流程和优点和大家分

享，退休处、保卫处、校医院和分

会四方合力，轮流为特殊困难老

师做“快递小哥”。生命科学学

院张老师行走不便，退休处返岗

工作人员一早到她家取医保卡，

配好药送回来，“不到 9 点药就

送到了。”张老师说。

疫情期间许多医院取消了

现场预约，护理学院联系人孙志

琴主动帮助老同志学习在线问

诊、线上预约，还协助一位急需

化疗的老师找到了床位。图书

馆某老师家中厨房漏水，小区维

修人员因隔离无法到岗，分会帮

助老人查找和选择社会化维修

方案解决燃眉之急。

埋头苦干、主动作为，这是

疫情期间各院系分党委的工作

状态。“我们要求每位退休教师

必须联系到人，工作人员24 小时

开机。”计算机学院联系人姚文

遐说。

创新力与爱国心：
丰富“宅文化”

文化养老是复旦离退休工

作特色，疫情袭来，离休干部活

动室、老年活动中心、复旦老年

大学等场所暂停开放，社团暂停

活动。

“闷”了一个多星期，计算机

科学技术学院退休党支部率先

倡议，“赋诗抗疫情”，迅速得到

各支部积极响应。截止 2 月底，

各支部已经献诗超过 40 首。

退休处启动书画征集，迄今

已 征 集 到 书 画 、篆 刻 作 品 53

份。老同志创作的文章也陆续

传来，原校党委书记钱冬生记录

听取习近平总书记电话会议后

的心得体会，校办王增藩撰文赞

颂共产党员“越是艰险越向前”，

研究生院刁承湘来信致敬出征

的复旦上医人，附属中山医院杨

秉辉老院长欣然写下歌颂医护

人员的画作赏析《护佑生命的眼

神》，生科院陈永青持续记录《抗

疫笔记》……

许多支部还在线开展组织

生活。国际文化交流学院退休

支部利用微信平台进行线上党

日活动，围绕抗疫主题交流学习

体会，20 人作了 112 次发言交

流，文字叙述、语音传达、诗词字

画分享，活动形式多样。

更有一批离退休教职工活

跃在社区志愿者一线。校办退

休老师赵美仁参加了普陀区社

区志愿者，结对社区孤老发放口

罩、上门慰问、理发。虹口凉城

街道复旦居民区老教师议事会

主动请缨，协商安排了八位同志

参与小区大门值班，赢得了居民

们的称赞。 文/詹歆晔

党史学习教育

吕俊：为救落水同学，他的生命停在21岁

为迎接中国共产党

成立 100 周年，复旦大

学官方媒体平台开设“红

色基因，赓续百年”专栏，

推出100 集融媒体系列

报道《青年问：百年复旦

光荣底色》。100 天听青

年人讲100 个故事。通

过图文、音频、视频等形

式，全方位、多媒体、立体

讲述一代又一代复旦人

听党话、跟党走的生动故

事，展现一代又一代复旦

人前赴后继、接力奋斗的

光辉画卷，引导广大师生

学史明理、学史增信、学

史崇德、学史力行，学党

史、悟思想、办实事、开新

局，凝聚起全体复旦人迈

进新征程、奋进新时代的

强大力量。

复旦烈士雕塑左侧的花岗

石上，镌刻着 52 位复旦英烈的

名 字 ，其 中 一 位 是 管 理 学 院

1996 级理财系学生吕俊。

1998 年 8 月 31 日，在赴安徽

省金寨县关庙乡开展扶贫救助

活动中，为营救困于深潭的同

学献出了年轻而宝贵的生命。

随后被全国学联追授为“舍己

救人优秀青年”，被上海团市委

追认为“新长征突击手”。

吕俊 1978 年 3 月生于上海

的一个普通干部家庭，父母都是

有 20 年军龄的军人，受家庭熏

陶，他从小就体贴人、关心人、尊

重人，诚实而富有责任心。

1996 年，吕俊进入复旦，大

一时就递交了入党申请书，并

一直以一名党员的身份严格要

求自己。

在同学们的眼中，吕俊是一

个把责任看得十分重的人，作

为班刊的技术编辑，他负责编

排。每办一期刊物，他都要在

机房里泡上很久。有一次周五

甚至放弃回家，留在寝室里编

辑班刊，室友们很不解，说刊物

下周再整理也不迟，但吕俊却

说：“全班同学都盼着新一期班

刊的出版，作为技术编辑，我义

不容辞。”

吕俊是个执着的人，总是以

替他人服务为快乐，以替集体

增光为己责。这一点，他的室

友们深有感触。刚入校的吕俊

被推选为寝室长，一个“官衔”

不大、琐屑事却一大堆的苦差

事，他却欣然接受，并做得有滋

有味。每一次轮到他值日，他

都第一个起床，把该做的在别

人起床之前做完。每次寝室大

扫除，他总会揽下脏活、累活，

默默地干，无怨无悔。

他不仅吃苦耐劳、责任心

强，还热情细心、以诚待人。他

发现寝室里没处挂毛巾、衣服，

就 自 掏 腰 包 买 来 衣 架 和 毛 巾

架；发现没有卫生打扫用具，就

从家里带来扫帚、簸箕、拖把供

大家使用。

他记得每位室友的生日，每

逢室友生日，他会以寝室名义

准备一份礼物和蛋糕，还组织

开 个 简 短 而 热 烈 的“ 生 日 派

对”，让外地同学们感到了亲人

的关怀。每逢节假日，他也会

抽空回学校看望外地同学，关

心起居，嘘寒问暖。

吕 俊 是 品 学 兼 优 的 好 学

生。他每天英语晨读，每晚去

教室自习。除了专业学习，他

还积极参加校园活动。在理财

沙龙活动中，他见解独到的发

言不仅使同龄人钦佩，也给老

师 们 留 下 了 深 刻 印 象 。 他 常

说：“是复旦提供了锻炼的舞

台，我要珍惜这来之不易的学

习机会。”

1998 年 6 月，吕俊偶然间听

到安徽省关庙乡失学儿童的情

况，便致信当地党委书记要求

自费考察，救助失学儿童。到

“老少边穷”地区考察一直是他

的夙愿，总觉得应该为贫困地

区的孩子们做些什么。考虑到

家里并不宽裕，他对父母说：

“我要用自己的奖学金来完成

这次扶贫。”

1998 年 8 月 28 日，吕俊等一

行 8 人携带大家凑钱买的各类

书籍和学习用品，抵达关庙乡

开始了扶贫救助活动。8 月 31

日上午，8 位复旦学子和当地十

几 位 学 生 去 参 观 改 滩 造 田 工

程。他们在大坝上参观摄影完

毕 后 ，来 到 一 条 小 溪 嬉 水 玩

耍。意外就是在这时发生的。

许敏骥、陈瑜、韩菲 3 位女

生一不小心滑进了靠近山崖的

深潭，吕俊等同学听到呼救后

立刻往出事地点游去，全然不

顾自己也水性不熟。在当地学

生的帮助下，他们尽全力首先

救起了许敏骥，然后游向了尚

在危险中的陈瑜，吕俊勾着陈

瑜的腰与其他同学一起努力往

浅水方向游了一程，奋力把陈

瑜推向安全地带后，听说彭明

不见了，顾不上已经体力不支

又毫不犹豫往深水处游去，然

而，两人再也没能返回。

吕俊的生命，永远停留在了

21岁。

复旦烈士雕塑和纪念广场

落成揭幕，“恭迎烈士回家”，吕

俊烈士的父母受邀参加了纪念

活动。多年以后，回到儿子曾

经学习生活过的复旦校园，吕

俊的母亲钱女士感慨万千，回

忆起英年早逝的儿子，一切“历

历在目”。她教育儿子们“先管

人家，再管自己”，而她自己待

人接物也是体贴入微，若是欠

了街坊邻居的人情，之后一定

要加倍还上。“身教重于言教”，

母亲如此总结道。

“我觉得他的品德是真的很

好，守信，关心人。不是说自己

的小孩好，真的是不错。”吕俊

母亲聊起自己的儿子，语气中

满是自豪。

吕俊的同学和朋友们始终

没 有 忘 记 这 位 温 暖 善 良 的 男

孩。每年，他们都会去龙华烈

士 陵 园 探 望 祭 扫 这 位 昔 日 好

友，一直与吕俊父母保持联系，

时常问候他们的生活起居。

多年后，被救的许敏骥同学

说：“我更愿意相信，他在一个遥

远的、我们看不见的角落，保持着

那个大男孩温和的笑容，看着我

们的生活继续。”来源：管理学院

高汝河:为保卫国家财产牺牲在异国他乡
高汝河 1950 年 12 月生于山

东临清的一个农民家庭。他从

小诚实正直、乐于助人，中学时

代 连 年 被 评 为“ 三 好 学 生 ”。

1968 年 4 月中学毕业后，光荣参

加中国人民解放军，先后在步

兵 565 团 及 北 京 警 卫 四 师 服

役。他不怕艰苦，表现突出，多

次被评为“五好战士”。1969 年

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班长、排

长等职。1970 年 12 月被选送至

复 旦 大 学 外 文 系 俄 语 专 业 学

习。任劳任怨、沉稳持重的高

汝河很快得到领导、老师和同

学的信任，承担了党小组长、治

安保卫等诸多社会工作。

在复旦读书期间，高汝河

作为一名从部队来的学生，坚

持把部队的好传统、好作风带到

学校。学习上，他刻苦努力，成

绩优秀；政治上，他对党有深厚

的感情，始终以一个共产党员的

标准严格要求自己，不计较个人

得失，勇挑重担；生活上，他总是

以春天般的温暖关心和帮助他

人。同学们都说：高汝河是活在

我们身边的雷锋！

大学毕业后，高汝河脱下

军 装 ，留 校 成 了 一 名 人 民 教

师。为了上好课，他虚心向老

教师请教，常常备课到深夜，细

心揣摩，精益求精。他还利用

业余时间撰写科研论文和做俄

语笔译，留下数十万字的译著、

论文手稿等，已出版的有《勃列

日涅夫言论集》（第九、十集）、

《社会主义经济理论概论》、《苏

联社会主义经济史》（第五、七

卷）等。在他的不懈努力下，俄

语专业水平提高很快，先后被

评为助教、讲师、副教授。

高 汝 河 长 期 从 事 学 生 工

作，历任学生辅导员、党支部书

记、党总支委员、党总支副书记

等职。他十分注重以自己的行

动来感染、教育每一个学生。

每年新生入学时，他总是主动

嘘寒问暖，帮学生们打扫寝室、

整理房间。蹬着黄鱼车为学生

们搬运行李，忙得满头大汗。

用自己的爱心和行动让那些初

次独自踏上求学之路的同学们

感受到“复旦便是我们的家，老

师便是我们的亲人”。

高 汝 河 非 常 重 视 从 政 治

上、思想上关心同学的成长，采

用各种方式向同学们解读党的

方针、政策，引导学生树立正确

的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帮

助学生中的先进分子树立远大

理想，坚定共产主义信念，鼓励

他们提交入党申请书，积极向

党组织靠拢。高汝河做学生思

想政治教育工作可谓是润物细

无 声 。 下 午 或 晚 上 的 休 息 时

间，他常常去学生寝室看看，找

学生聊聊，了解他们的想法，走

进学生的内心，及时解决他们

的实际困难。逢年过节常邀请

学生到家里吃饭，少则几人，多

则几十人，有一次，有 30 多位学

生到他家包饺子吃，他还特地为

回族学生另做了饺子馅。高汝

河常说：“学校是个家，同学们在

这里精神愉快了，生活顺心了，

才能学习得更好。”真诚的爱使

一批又一批的学生与他建立了

深厚的感情，把高老师视作可亲

的师长、可信赖的朋友，总愿意

将心里的想法向高老师倾诉。

高汝河对学生工作倾注了

满腔热情，经常忘我工作。有

一年放暑假前，他送一位生病

的学生回湖北襄樊老家，来回

都路过徐州。当时他的爱人在

徐州工作，在爱人身边生活的

儿子因头部摔伤缝了好几针，

但他两过家门而不入。爱人责

怪他，他满怀歉意地说：“学校

快 放 假 了 ，有 很 多 事 情 要 处

理。放假后，我总会回来的。”

还有一次，一位学生得急病，高

汝河知道后，马上护送他去长

海医院，不分昼夜地守在床前，

直 到 学 生 的 病 情 确 诊 并 稳 定

后，才步履蹒跚地离开医院。

刚到家，他却因剧烈的胃痛倒

在了床上……多年来，高汝河

全身心地扑在学生工作上，时

时刻刻惦记着学生。—次，他

因 劳 累 过 度 引 发 了 严 重 胃 出

血，被强制留院治疗。但在病

床上，他仍想着分管的学生工

作，忍着病痛给学生辅导员写

信，交代需办的工作和需注意

的问题。当学生辅导员来看望

他时，他的第一句话便是询问

那些工作是否处理好，是否还

有什么其他问题……住院没几

天就溜出医院返回学校，因为

心里实在放不下学生。学生工

作他一干就是 12 年，先后 4 次

获得校学生思想政治工作特等

奖、一等奖，3 次被评为校学生

优秀政工干部，2 次荣获校先进

工作者荣誉称号。

高汝河从小生活贫苦，养

成了吃苦耐劳、艰苦朴素的习

惯，在工作中提倡勤俭节约。

学生工作经费有限，在他的精

打细算下，学生活动开展得有

声有色，为学生提供了更多展

现自我的舞台。工作上，他对

自己严格要求，生活上却是低

标准低要求。学校分房，获得

多项先进称号的他可以得到高

于普通标准的住房，却主动放

弃了应得的待遇。

他淡泊名利，一心奉献，不

讲索取。“不学鸟雀高枝叶，不

图名扬华不实。愿做大众孺子

牛，俯首为民永耕耘。”这是他

日记中的一首小诗，是他做人

的准则，更是他人生的写照。

1994 年 11 月高汝河借调到

上海茶叶进出口公司驻哈萨克

斯坦共和国办事处任代表，除

干好本职工作外，还抢着干搬

运货物等苦活、累活，几乎每天

都要工作十多个小时。同时，

他还惦记着系里的学生工作，

在 给 外 文 系 学 工 组 的 信 中 写

道：“最近系里情况怎样？希望

学工组诸位同行相互支持、共

同配合，为系总支、为系学生工

作多尽一些力……”

1995年2月27日晚10时许，

高汝河下班回宿舍的路上，突然

遭到持枪歹徒袭击，在这关键时

刻，他为了保护国家财产，至死

不交公司大门的钥匙，在与歹徒

的搏斗中身负重伤。经抢救无

故，不幸于28日23时牺牲，年仅

44岁。

来源：外文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