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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月 25日，结束值勤的杨志刚

推开家门，正在念初一的儿子一下
子兴奋地扑上来，给了爸爸一个大

大的拥抱。尽管未曾离开上海，但这
个家，杨志刚已经阔别了三个月。

杨志刚是上海南汇监狱民警。
为应对疫情，1月 27日起，监狱实

行全封闭管理，大多数干警连续两

个月没有回过家，更有一部分人像
杨志刚一样久久坚守。

南汇监狱是上海唯一以关押老
病残服刑人员为主体的功能性监

狱。服刑人员抵抗力相对较差，加上
大墙内人员密集，管控难度可想而

知。在这方几乎与世隔绝、鲜为人知
的天地里，400多名干警组成了“疫

情防控+安全监管”的双重防线，从
雨雪纷飞一直坚守到春暖花开，从

1月 27日到昨天，正好 100天。

换防接力
通过核酸检测后，进入备勤区

隔离 14天，再做一次核酸检测，等

待报告合格⋯⋯即便对于监狱民警
而言，防疫期间的监区也不是那么

容易进的。墙外的民警要过 15天才
能走进监管区，真正上岗。

1月下旬，监狱原有的“三班

制”模式很快调整为战时最高等级
勤务模式。特殊时期，监狱每名主管

民警要承包 3-4个监组，管理 40余
名服刑人员。执勤、值班，见缝插针

地和服刑人员谈话谈心，安排他们
拨打亲情电话，批阅周记，录入电子

台账，制作行政奖惩材料、减刑假释
司法文书⋯⋯工作量翻了几倍。

“疫情期间的执勤安排是‘一个
萝卜一个坑，一个人一个职责’。”南

汇监狱党委书记、监狱长周广洪说，
这也意味着，一旦有同志因事离开

岗位，势必有另一人将加倍辛苦地

承担更多任务。
因此，民警总是尽力克服个人

困难，坚持完成任务：“90 后”民警
吴晓捷原本应该在 3 月底举办婚

礼，因为执勤他将婚期延迟；民警陆
欣荣在备勤期间得知母亲去世的消

息，但他决定坚守岗位，不把压力和

责任交给其他同志；民警陈瑶连续
请战，监狱领导最后只能强硬“劝

返”；更有许多双警家庭，夫妻同在
大墙内奋战，只能电话指导孩子在

家上网课⋯⋯第一批换防后，还有
不少人主动申请第二批、第三批继

续留守，特殊时期展现监狱人民警
察的担当。

管教安抚
“马步的时候注意重心，不要往

前倾。”“你这个动作不标准，手臂要

再弯一些，像这样⋯⋯”下午点名完
毕后，四监区部分服刑人员在走廊

上列队开始练习八段锦。一些年纪
轻、学习能力强的服刑人员，依照着

从电视上学来的动作站在前排领

操，其他人则站在后面“依葫芦画
瓢”，民警在一旁指导演示。

疫情期间，南汇监狱安排了更
周密的教育活动，八段锦就是其中

之一。此外，监狱还加强专业医学指
导，钟南山、张文宏也以专题片的形

式“走进”大墙，让服刑人员及时准

确地掌握科学知识。

籍贯湖北武汉的服刑人员刘某
看到新闻中播报的疫情情况，担心

在武汉的妻儿安危，刘某想再打一
个电话。按照监狱规定，在这非常时

期服刑人员可以增拨一次亲情电
话。电话接通了，那头的妻子告诉丈

夫，家人并未染上病毒，让刘某安心

服刑不要担心。听了妻子的一席话，
刘某如释重负地放下电话，松了一

口气，眉头渐渐舒展开来。
“加强防疫措施的同时，也要消

除服刑人员对疫情的恐惧心理。”周
广洪说，疫情对服刑人员的心理冲

击较大，因此在原有基础上增加了
服刑人员与家人沟通的次数，免除

彼此的牵挂。

高频测温
“周医生，我们监区需要设置隔

离观察监房，你能不能现场指导一

下？”“张医生，服刑人员刘某血压异
常，请联系总医院急诊！”

在大墙内值守的也有白衣战
士。疫情期间，监狱卫生所的医生也

参与全封闭式执勤，发挥着重要作

用。目前南汇监狱在押的老病残服
刑人员有千余人。他们有的年龄 60

岁以上，有的身患基础性疾病，甚至
有的生活不能自理，身体状况参差不

齐。和其他监所的普通服刑人员相
比，老病残群体需要更多的疾病预

防、慢性病控制、心理干预、术后康复
等医疗辅助手段参与日常管理。

例如，监狱内有 130名服刑人
员需要每天早晚注射胰岛素。为了

保证药效，避免出现不良反应，胰岛
素必须在罪犯就餐前规定时间内注

射完毕。这也意味着医务人员必须在
一个小时左右跑遍 4栋楼 7个监区，

完成 130次不同剂量的注射任务。
在疫情防控的关键时期，全体

民警和服刑人员的体温测量频率高
达每 2小时一次，直到 4月下旬，才

调整至一天测温 2次。还有楼面巡
查、医疗管理、防疫物资领取、盘点

与发放⋯⋯工作量可想而知，但大
家毫无怨言，他们的共同目标，是确

保监狱的绝对安全。
时间一晃一百天。周广洪写下

一首诗，与同行的战友们共勉：

未曾远行，却已分别一季
未赴前线，也在战疫一线

未见硝烟，也有冲锋陷阵
未获全胜，当须慎终如始

本报记者 杨洁

从雨雪纷飞一直守到春暖花开
南汇监狱全封闭管理战疫 100天

    本报讯（记者 左妍）5月 4日

0－24时，通过口岸联防联控机制，
报告 1例境外输入性新冠肺炎确诊

病例。新增治愈出院 4例，其中来自
俄罗斯 3例，来自美国 1例。

病例为中国籍，在美国留学，4
月 27日自美国出发，经埃塞俄比亚

转机后于 4月 28日抵达上海浦东

国际机场，因有症状，入关后即被送
至指定医疗机构留观。综合流行病

学史、临床症状、实验室检测和影像
学检查结果等，诊断为确诊病例。

该境外输入性确诊病例已转至
定点医疗机构救治，已追踪同航班

的密切接触者 45人，均已落实集中
隔离观察。5月 4日 0—24时，无新

增本地新冠肺炎确诊病例。

    “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政治组

织的名称，最早诞生在上海的老渔
阳里 2号。”上海师范大学博士生

赵雪舟致力研究一个人们不太熟
知的历史人物———俞秀松，在上师

大教授苏智良的指导下，近日终于
完成了对这位早期中国共产党和

社会主义青年团关键创始人之一

的年轻革命者足迹的完整追忆，为
五四青年节献上了一份厚礼。

赵雪舟是位 90后。他说：“作

为一名当代青年，有责任去了解、
认识我们革命前辈的青春岁月，从

而更好地去完成他们未尽的青春
梦想。”

赵雪舟着重研究的是俞秀松

的教育经历和其在上海创立社会
主义青年团的经历，通过对俞秀松

书信、日记的研究，一个活生生的、

可爱的年轻人形象呈现了出来，还
原了他作为一名普通青年学生因

时代浪潮的推动而不断进步，最终
成长为党的创始人之一的奋斗历

程。赵雪舟说，俞秀松在我党创建
初期起到了许多独特作用，有些甚

至鲜为人知。

1920年 4月，维经斯基携夫人
库兹涅佐娃和杨明斋等人来到中

国，陈望道翻译完的《共产党宣
言》，就是由俞秀松交给陈独秀校

对的。5月，陈独秀发起组建上海马
克思主义研究会。6月，陈独秀、俞

秀松、李汉俊、施存统、陈公培 5

人，在环龙路老渔阳里 2 号（南昌

路 100弄 2号）《新青年》编辑部开
会决定成立共产党组织，暂定名称

“社会共产党”，标志着中国共产党

最早党组织的产生。
8月，陈独秀致信李大钊商讨

党的名称，最终定名“共产党”，共
产主义小组在上海正式成立。上海

的共产党早期组织建立后，为培养
青年干部和发展后备力量，亟需吸

纳大批年轻骨干，同时，很多进步

青年也正在积极寻找崭新的发展
方向，不少人正是慕名《新青年》

《星期评论》等刊物而前往拜访求
教的。

五四运动之后，青年学生的力
量已经不可小觑，但又基本上是依

靠热情在行事，没有一个最直接的
青年组织。1920年夏，陈独秀指派

俞秀松负责筹建青年政治组织。8

月 22日，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成

立，团机关设在法租界霞飞路新渔

阳里 6号（淮海中路 567弄 6号），
俞秀松任书记，建团一个月内团员

就发展到 30 人。到 1921 年上半
年，上海的团员已发展到 200 多

人，党的许多活动也是以青年团的
名义进行。

“俞秀松生于 1899年，卒于

1939年。在他短暂的一生中，为中
国革命，特别是为中国共产党和中

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成立作出了
卓越贡献。”赵雪舟说，在共青团中

央青运史研究室、中国社会科学院
现代史研究室编著的《青年共产国

际与中国青年运动》里，把俞秀松
称为“中国青年团中最好的一个”，

这真的是名副其实。成长在新时代
的我们，应该将俞秀松等前辈开创

的五四精神传递下去，这正是他选
择研究这位“低调”已久的青年革

命领袖的初衷。

首席记者 王蔚

上海昨新增1例
境外输入病例

追忆百年前青年领袖的革命历程

    据新华社北京今日电 （记者

王秉阳）国家卫健委今日通报，5月
4日 0-24时，31个省（自治区、直辖

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报告新增
确诊病例 1例，为境外输入病例（在

上海）；无新增死亡病例；无新增疑
似病例。

昨天没有
新增疑似病例

    这两天，东华大学旭日工商管

理学院团委书记沈嘉斌一直在通
过上海图书馆的“红色旅游”微网

站，试着为所属团组织的团员们定
制一条从渔阳里出发的红色旅游

线路。
“‘五一’假期之前，我们学校

组织年轻人来到共青团的发源

地———渔阳里，以此了解共青团的
前世今生。”沈嘉斌说，“回去之后，我

通过上海图书馆查询渔阳里的资料，

偶然发现了‘红色旅游’微网站，不仅

对渔阳里的历史进行重温回顾，而且
了解到了更多有关渔阳里与中国共

产党成立的相关内容，还有‘推荐路
线’、‘定制路线’等功能。”

据上海图书馆副馆长刘炜介
绍，上海图书馆“红色旅游”微网站

是基于数字人文红色文献平台应

用衍生出的一个针对市民游览体

验上海红色文化为主题的专项页
面。提供了上海红色文化全景地

图；固定推荐路线如“马克思主义
在上海的传播”、“诸夏怀霜———瞿

秋白在上海”以及“田汉在上海”
等；由用户选择所在地周围的红色

景点，定制个性化旅游路线。

“目前，这个系统正在试运行

中, 也非常期望年轻人能够从渔阳
里出发，定制一条红色旅游线路。

我们会在实地考察后形成固定的
主题推荐路线，具有完整的历史故

事性、距离上也适合步行，同时时
间上一般把控在一小时左右。”

首席记者 方翔

制定一条从渔阳里出发的红色旅游线

■

给
犯
人
测
体
温

疫 情 通 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