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服从工

作最要紧，她

总 是 全 力 支

持我。”

“相知，

两人能说到

一 起 去 ，这

是 最 重 要

的。”

王克忠周丽锦夫妇

张新夷周映雪夫妇

“ 这 五

十 年 里 就

是 今 年 ，

2021 年 最

重要。”

“跟着

党走，生活

也 会 变 得

幸福美满，

我 们 是 亲

历者！”

王恭明郑家芝夫妇

陈军庞王玉美夫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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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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复旦大学 2021 年敬老节庆

祝大会 10 月 13 日举行，表彰先

进，纪念金婚，献礼党的百年华

诞。大会由老干部党委、退休

教职工工作处、老干部工作处

共同主办。

校党委副书记、副校长，校

老龄委主任周亚明，优秀离退

休 教 职 工 获 奖 团 体 和 个 人 代

表、金婚纪念夫妇代表、校关工

委、老教协老同志代表等在现

场参会，在线上参会有复旦大

学上海医学院党委副书记张艳

萍、学校老龄委成员单位有关

负责同志、离退休党支部书记、

特邀党建组织员、退管分会负

责人、联系人和联络员以及校

院两级关工委、老教协等同志。

周亚明表示，学校党委始

终把离退休工作放在全校改革

发展的大局中去思考、谋划和

落实。离退休工作部门要继续

做好三方面工作：始终坚持以

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全面加

强离退休教职工党的建设；更

加注重挖掘和发挥老同志独特

优势，引导广大老同志在各项

事业发展中发挥更大作用；更

加精准做好服务保障工作，全

面提升离退休服务管理质量和

水平，更好地满足老同志对美

好生活的新期待。

会上公布了 2021 年优秀离

退休教职工名单，中文系关工

委分会等 4 个优秀离退休教职

工团体代表、生命科学学院陈

曼莉等 21 位优秀离退休教职工

个人获颁证书和鲜花。获奖代

表做了交流发言。

今年是学校连续第四年开

展金婚纪念活动，它已成为离

退 休 工 作 的 品 牌 项 目 。 据 统

计，今年全校共有 42 对金婚夫

妇，其中 17 对夫妇同意并参与

了金婚纪念册的制作。

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

周年，老干部党委在全校离退休

教职工中组织开展“盛赞百年辉

煌、助力百年征程”主题活动。

退休处正式启用复旦大学退休

教职工管理系统手机端，切实为

老同志办实事、做好事、解难事。

来源：退休工作处

引导离退休教职工在新时代新征程中继续发挥正能量

复旦大学2021年敬老节庆祝大会举行

“五十年前，我决定和ta走一辈子。那年，正好是党的五十岁生日。”从此他们风雨同舟，携手并进，见证了新
中国发展的无数重要时刻，在那千万瞬间中，他们也叙写着属于彼此的小家大梦。

2021年，中国共产党迎来百年华诞，他们的婚姻也步入了五十周年的殿堂。五十年来，小家的轨迹融入了大
国的崛起，青年时期的共同信仰，让半世纪的相濡以沫激荡着时代的回响。今天，让我们走近四对金婚夫妇，听听
他们如何绘制这幅岁月与爱的画卷。

愿有岁月可回首 且以深情共白头

金婚夫妇讲述神仙故事

王克忠 周丽锦:
“我们俩都是书呆子”

一进入王克忠和周丽锦的家

中，满屋的书籍、报刊、杂志和手抄

的笔记本映入眼帘。周丽锦笑道：

“我们俩都是书呆子！”

1960年，毕业于复旦大学经济

系的王克忠留校任教，之后被借调

至上海市委办公厅，期间认识了同

事周丽锦：“看见她的第一眼，我就

想，怎么还有这么漂亮的姑娘！”

一见钟情的王克忠开始“笨

拙”的追求之路，面对办公院子里

灿烂的桃花，写下“三月桃花一时

红，风吹雨打一场空”的诗句。

1971年1月27日，两人结成夫

妻。大年初二，他们在家人和长辈

们的祝福声中一起吃了顿饭，就算

婚礼了。“他就带了一大箱书，大多

是马列著作……”婚后，二人工作

都忙，在家工作时就把孩子放在书

桌旁，教他认识“马恩选集”封面上

的作者头像。“后来孩子最先认得

的人名就是马克思、恩格斯！”周丽

锦说。

回到复旦后，王克忠从事政治

经济学教学和研究工作，周丽锦成

了他的得力助手。王克忠非常感

激妻子：“她不仅是我的秘书，还是

我的秘书长！”

结婚五十载，王克忠以“相知、

相爱、相敬、相助”来总结，“相知，

两人能说到一起去，这是最重要

的。”

张新夷 周映雪:
“谁工作忙，另一个就多顾点家”

“在长春物理研究所，我们

相遇了。1968 年 3 月 18 日。”周

映雪说。

那年春天，刚从复旦大学物理

学系毕业的她和张新夷分到了一

个学习小组。“我听说他是研究生，

就去和他确认。”那个年代，研究生

很少。此后，他们日久生情，1971

年，缔结婚姻。

爱情如春，但两人共同的事业

——我国的发光材料研究——正

处于寒冬期。1978年，36岁的张新

夷远赴法国深造。一年后，周映雪

做出了同样的决定。

从法国结束深造回到北京，正

好是冬天，两人怀揣着一身学来的

本事，开始尝试闯出寒冬。

“谁工作忙，另一个就多顾

着点家里”，成为他俩四十多年

里的不言之约。他说：“服从工

作最要紧，她总是全力支持我。

碰上两边都忙，那就带上两个孩

子一起出差。”

1995年，周映雪在工作中脑部

意外受伤。但她坚持工作。

2001年，他俩一起到复旦工

作。此前，他们的女儿已经考上

复旦并留校工作，一家子都成了

复旦人。

王恭明 郑家芝：
“对复旦的感情很深”

“我们对复旦的感情是很深

的。”今年是他们结婚五十周，而结

识复旦，比这还要再多个十年。

1965年，王恭明升入大三，成

为复旦物理学系的“老”学长。校

运会上跳高拿了名次的他，一眼就

被系舞蹈队看中了。同年，“复旦

附中舞蹈队队长”郑家芝刚考入复

旦物理学系，立马就报名进入了系

舞蹈队。活泼踊跃的大一学妹，和

被拉来的大三学长，一见面，聊着

聊着，成了！

后来，王恭明被调到广州工

作，郑家芝则留在复旦。1971年，

王恭明请了不到一个月探亲假，赶

回上海结婚。

异地恋、没结婚照，是不是太

“草率”了？郑家芝摆摆手：“以前

的社会风气就是很简单的。你认

准了和他谈，肯定就是要结婚了

的，就是一辈子的事了。”

1977年，王恭明参与到“激光

汉字信息发生技术”的课题组，调

回了复旦工作。

2008年正式退休后，夫妻俩

还是住在学校旁边，住的离复旦

近一些。“我们在复旦六十多年

了，要到别的地方去住，还是有

点依依不舍。”

陈军庞 王玉美：
“跟党走，生活幸福美满”

“我们婚姻的秘诀，就一句话，

听党话，跟党走！”陈军庞激动地

说。

1966年，王玉美从护士学校毕

业后至华山医院工作，与皮肤科技

术员陈军庞相遇。两人刚互生好

感不久，出身革命家庭的王玉美作

为华山首批援滇医疗队宁蒗医疗

小分队队长带队巡回医疗一年

半。

华山医院组织第三批云南医

疗队时，陈军庞报名了。那时，他

不知道妻子已经怀孕。“我跟他说，

去就好了！”王玉美笑着说。

两人都用“苦”来回忆刚结婚

的日子，但再苦也要奋斗。两人坚

信，在国家的政策下，通过努力一

定能改变生活。

文/王越 钟佳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