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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4 月 3 日，
全校辅导员疫情防控动
员会议线上线下相结合
举行。校党委书记焦
扬、副书记兼纪委书记
金海燕、副书记尹冬梅
参加。

焦扬向全校辅导员
提出四点要求。第一，
防控举措要切实落地落
实。按照“应检尽检、不
漏一人”工作原则，科学
合理安排好核酸检测和
抗原检测，向同学们倡
议暂停网购、避免快递
接触。第二，校园管理
要切实从严从紧。加强
校纪校规教育、校风学
风教育、自律意识教育
和案例警示教育，让同
学们充分意识严峻形势
下的责任与担当。第
三，关心关爱要真正温
心温暖。辅导员队伍是
同学们最近的“贴心
人”，要真正以关心送信
心、以热心送信任、以全
心送信念。以身作则，
在同学们需要时及时出
现，用亲身实践和经历感化同学
们，让复旦精神散发新时代光
芒。第四，教育引导要真正入脑
入心。强化制度自信教育、生命
教育、自律教育；发扬红色基因、
发挥传统节日育人功能，发掘传
统节日文化内涵；大力弘扬伟大
抗疫精神，提炼抗疫典型事例、
生动故事，讲好疫情防控这堂

“大思政课”。
文 / 章佩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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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实落实““三关心三关心”，”，做到做到““两明确两明确”，”，实现实现““两确保两确保””
“导师关爱行动”帮助研究生克服疫情防控给学业毕业就业所造成影响

根据“导师关爱行动”要求，导师发挥作为研究生培养第一责任人作用，坚持以学生为

中心，全面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坚持全员、全过程、全方位育人，构建优良导学关系，努

力帮助学生克服疫情防控所带来不利影响，保障学业、毕业、就业顺利进行，以实际行动为

学校和上海市疫情防控工作大局作贡献。据悉，“导师关爱行动”将持续至本学期结束。

本报讯 3 月 30 日上午，校

党 委 书 记 焦 扬 与 来 自 各 院 系

的 11 名本科生、研究生代表以

线上线下 相 结 合 的 方 式 展 开

座 谈 交 流 ，关 心 了 解 同 学 们

在 特 殊 时 期 的 学 习 、生 活 和

科 研 等 。 校 党 委 副 书 记 尹 冬

梅，上海医学院党委副书记、

副 院 长 徐 军 ，各 相 关 部 门 负

责人参加。

会上，管理学院 2018 级本

科生沈鸣阳，新闻学院 2021 级

硕士研究生涂永波，全球公共

政策研究院 2020 级硕士研究生

王振宇，历史学系 2018 级本科

生 郭 怡 冰 ，自 然 科 学 试 验 班

2021 级本科生金亦涵，公共卫

生学院 2017 级本科生王玉，药

学院 2018 级本科生贺云鹏，化

学 系 2020 级 硕 士 研 究 生 还 擎

宇，生命科学学院 2019 级博士

生钟正伟，经济学院 2020 级专

业硕士研究生杨喆，附属眼耳

鼻喉科医院 2020 级硕士生陈天

慧，分别结合各自在学习、生活

和科研等方面的近况，通过线

上或线下方式进行交流发言。

听完同学们的发言，焦扬

动情地说：“特殊时期同学们展

现了特殊精神、特殊担当，让我

对学校更好完成党中央交付的

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充满信心，

对年轻一代复旦人担当民族复

兴大任充满信心。大家与学校

共克时艰，让我的内心充满感

谢，也充满敬意。”

她表示，一敬同学们迎难

而上、乐观向上。大家心态乐

观、积极上进、助人为乐、生活

阳光，这是人生观价值观的体

现，也是青春该有的样子。二

敬 同 学 们 不 忘 初 心 、坚 持 学

习。坚定理想信念，就是要为

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奋斗

奉献。学知识、练本领，打好基

础为未来储能，这是大学阶段

的本职本分。大家从没忘记自

己的主责主业，保持了新时代

大学生最该有的样子。三敬同

学们守望相助、志愿服务。同

学们为当志愿者拼手速、网速，

有的寝室全体同学都报名做志

愿者，我为人人、乐在其中，令

人无比欣慰。四敬同学们青春

洋溢、健康生活。当前，党和人

民的期待、学校和家长的期望，

就是每一名同学都健康快乐地

学习生活。守住校园平安和师

生健康，这是学校的责任，也是

同学们的任务。

焦扬表示，同学们做好该

做的事、过好每一天，就是为抗

疫大局作贡献。简单的背后，

是 学 校 和 同 学 们 不 简 单 的 努

力。打赢这场大战硬仗，要坚

持、坚守，更要坚定，用特殊精

神、特殊担当留下特殊的青春

印记。要留下心有所信、勇于

担当的印记，坚持心中之信、为

走好人生之路锤炼根基；留下

刻苦学习、坚持科研的印记，师

生齐心协力、共同保证教学科

研有条不紊；留下文体飞扬、开

朗阳光的印记，保持自己良好

的精神状态和身体状况；留下

助人为乐、奉献大我的印记，继

续让志愿服务成为校园最靓丽

的风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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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扬与来自各院系11名本科生、研究生代表座谈

“大家只要团结一心，就没有困难不可克服”

为统筹做好疫情防控和事

业发展工作，全面加强对研究生

的关心，坚持双线并进，最大限

度保障教学、科研秩序和质量，3

月30日起，学校面向研究生全面

开展“导师关爱行动”（以下简称

“行动”）。

急学生之所急，解学生之所需

准封闭管理期间，同学们在

学习和生活上碰到不同程度的

困难。据党委研究生工作部介

绍，疫情给研究生的科研进度、

毕业就业造成了一定影响，研究

生类型多、情况多元，极需一些

针对性的关心关爱。

因此，党委教师工作部、党

委研究生工作部、研究生院、医

学教工部、医学学工部、医学研

究生院共同发起“行动”。为急

学生之所急、解学生之所需，根

据“行动”要求，发挥导师研究生

培养第一责任人作用，坚持以学

生为中心，全面落实立德树人根

本任务，坚持全员、全过程、全方

位育人，构建优良导学关系，努

力帮助学生克服疫情防控不利

影响，保障学业、毕业、就业顺利

进行，以实际行动为学校和上海

市疫情防控工作大局作贡献。

党委教师工作部（以下简称

“教工部”）表示，“行动”是良好

师德师风的实际体现，教工部会

与各研究生培养单位一起工作，

确保行动方案落地见效，通过导

师的努力为学生纾困解难，共抗

疫情。

组织领导方面，各院系党政

主要领导统筹安排，分管教师工

作的副书记、分管学生工作的副

书记、分管研究生教学科研的副

院长协同落实，结合准封闭期间

已经开展和计划开展的各项工

作，共同推进“行动”；加强工作

指导方面，学校相关工作部门和

各研究生培养单位为导师开展

“行动”提供充分工作支撑，为导

师整理各种防疫要求、防护提

示，提供关心事项清单，提升导

师关心的效率和针对性等。

采取多种方式，传递关心关爱

根据“行动”方案，每位导师

要积极落实三个“关心”，通过多

种方式加强与学生联系，把关心

关爱传递给每一位学生。

据介绍，三个“关心”具体是

指：积极关心研究生的学业状

况，根据研究生所处不同学业阶

段关切其课程学习、科研进展、

成果凝炼、学位申请、升学深造、

求职就业等情况；关心研究生的

生活状况，了解其日常生活受疫

情影响的具体程度，重点关注学

生的生活物资、身体状况等；关

心研究生的思想状况，帮助其树

立积极向上的乐观心态，增强抗

疫必胜信念信心。

对于在特殊时期面临特别

困难的人群，导师要积极关心毕

业班学生的论文进度和就业情

况，耐心指导科研进度受阻学生

通过适当方式调整科研进度，疏

解焦虑心情，深入了解校外研究

生居住情况和面临困难，及时询

问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在疫情期

间是否遇到生活上的困难、是否

需要帮扶等。

在“三个关心”的基础上，

“行动”要求做到两个“明确”，服

务防疫大局。一是导师明确掌

握学生动向，知晓学生尤其是校

外居住的全日制专业硕士生所

在地和生活学习情况；二是帮助

学生明确防疫行为规范，通过关

心关爱方式，教育引导研究生自

觉遵循所在地的防疫要求，提醒

学生增强防护意识、落实防控措

施，按照学校和院系要求做好日

常健康监测，确保生命安全和身

体健康，如个人情况允许，学生

可根据社区需要参加防疫志愿

者等工作。

通过“行动”的实施，学校力

求实现两个“确保”，即确保每位

导师都要关心关爱到本人指导

的所有研究生，确保每位研究

生都有导师（老师）开展相应关

心联络工作，让所有研究生切

实感受到学校、院系、导师的关

心关爱。

据悉，“导师关爱行动”将持

续至本学期结束，其中，3月30日

至4月5日为集中开展期，力争在

第一阶段行动中初步实现关心

关爱全覆盖。 文 / 李斯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