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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木匣内，包装纸盒已经破旧泛

黄，努力辨认，依稀可见“中华大药
厂”的字样。它的身旁，一支小小的

针剂沉睡了近 80年。玻璃瓶中，液
体早已从透明变成金黄，仿佛凝结

起历史的精粹。
这是一支“盐酸吗啡”，生产于抗

战时期的延安。当年，它常被用于治

疗严重创伤和战伤，是极为重要的物
资。昨天，“百物进百校，百讲证百年”

中共一大纪念馆百件革命文物进课
堂活动，来到上海市比乐中学。这支

针剂“走”出库房，和中学生见面。
针剂的主人赫赫有名———他就

是著名音乐家、教育家贺绿汀先生。
他创作的《游击队歌》，家喻户晓。

小小针剂 折射延安精神
“它不仅治了一场病，救了一个

孩子，更在艰难岁月里发射出无比

强盛的光。”用动情的语言，中共一
大纪念馆宣教专员何依玲向同学们

讲述着小小针剂背后的故事。

1940年，在日本侵略军和国民

党反动派双重军事包围中，解放区
财政陷入严重困境。为了坚持抗战，

解放区开展了大生产运动，中华大

药厂就是在这时期创办的。与此同

时，不少进步人士从各条战线奔赴
延安。贺绿汀就是其中一位。他积极

参加上海文艺界发起的抗日救亡演

剧队。抗战胜利后，贺绿汀先生带着

家属由延安赶赴东北工作，谁料途
中儿子突然生病，情况紧急，组织上

立刻找来了一盒“盐酸吗啡”针剂，
效果立竿见影。孩子病好了以后，还

剩下一支针剂没有用完，贺绿汀便
小心翼翼地将它珍藏了起来。多年

后，他亲手把这支无比珍贵的针剂，

捐赠给了中共一大纪念馆。
看见同学们认真在展品前驻

足，中共一大纪念馆保管部主管王
长流在一旁轻声介绍，“不到三个月

时间，中华大药厂就生产出了盐酸
吗啡。这就是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的

延安精神。”

音乐声中 感受革命情怀
和音乐，比乐学子似乎有着特

殊的缘分。

比乐中学创办于 1946年，由著
名爱国人士、教育家黄炎培等在其

创办的中华职教社办公大楼四层共
同创办。“比乐”二字，取自马相伯先

生为中华职教社礼堂的题名“比乐

堂”，一个“乐”字也埋下了比乐人和
音乐的缘分。

小小的“盐酸吗啡”引发了学生
们对左翼音乐的探寻，一堂音乐思

政微课就此开讲。巧的是，贺绿汀创

作的《游击队歌》原谱手稿，就躺在

中共一大纪念馆基本陈列展厅透亮
的玻璃柜中。不久之前，比乐中学学

生发展部主任、音乐教师周琳带领
“寻音 ·寻迹”探究小队，走进中共一

大纪念馆，近距离和文物原件对话。
“虽然纸张已经泛黄，四周边角

也有所破损，但是我能清晰看到每

一笔每一画，仿佛能感受到贺绿汀
先生写作时候的情形。”八（1）班男

生徐铭佑说。作为校合唱团成员，今
天的舞台上，他和伙伴们重新唱响

了熟悉的旋律。
“我们都是神枪手，每一颗子弹

消灭一个敌人；我们都是飞行军，哪
怕那山高水又深。在密密的树林里，

到处都安排同志们的宿营地……”
和气势磅礴的革命歌曲不同，同学

们分成四个声部，歌声轻快而又充
满律动。

合唱团指挥、音乐教师魏陶揭
秘———起初，大家习惯性地用舒缓、

深情的方式演绎革命歌曲，后来，在
老师的描述和相关影视作品的启发

下，同学们真切感受到游击队员们
穿梭林间、灵活歼敌的机智和快意。

于是，歌声明快起来，00后少年也
把自己理解的革命乐观主义，全部

融进了歌声里。首席记者 陆梓华

沉睡近80年针剂折射延安精神
贺绿汀捐献的文物“盐酸吗啡”走进比乐中学课堂

    “世界上不会有第二

个哈佛、牛津、斯坦福、麻
省理工、剑桥，但会有第一

个北大、清华、浙大、复旦、
南大等中国著名学府。”

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在
北京大学师生座谈会上的

讲话为建设中国特色世界

一流大学提出了要求，指
明了方向。

什么是“第一个复
旦”？怎样建好“第一个复

旦”？昨天起，复旦大学启
动建设“第一个复旦”系列

研讨。
复旦党委书记焦扬在

“第一个复旦”系列研讨开
幕论坛上说，“第一个复

旦”，一定是中国共产党领

导下的社会主义大学；一
定是为党和国家培养第一

流人才、代表国家站在全
球竞争前列的大学；一定

是特色鲜明、引领创新、享
誉世界的学术殿堂，是为

国家高水平科技自立自
强、民族文化自信和人类

文明进步不断作出重要贡
献的大学；一定是扎根中

国大地办学发展，服务国
家社会成效显著，建设教

育强国、科技强国、文化强
国、健康中国有重大作为

的大学；一定是师生一德、
满足人民对高质量高等教

育美好向往的大学。
复旦校长金力指出，建设“第

一个复旦”，就是建设中国特色世
界顶尖大学，实现一代代复旦人的

强国理想、卓越梦想。他认为，融合
创新应该成为建设“第一个复旦”

的主旋律之一。文理交叉、医文相
通、理工融合、医理医工结合，应该

成为复旦学科的普遍生态，也是巩

固和发展学科优势的必由之路。学
校和各院系各学科都应该在文化

理念、学术环境、体制机制

和评价方式上努力突破，
大踏步地推进学科融合创

新、科研融合创新和人才
培养融合创新。

复旦经济学院院长张
军表示，进入新时代，复旦

经济学研究应立足中国现

象，拓展分析视野，推动经
济理论创新走上新方向，

这是中国经济学家的重要
责任，也是复旦必须有的

担当。希望未来复旦能够
在自主创新的潮流当中扛

起大旗。
中国科学院院士、复

旦化学与材料学院院长赵
东元认为，建设“第一个复

旦”要挖掘整理复旦基础
发展的根与魂。建设“第一

个复旦”可以从营造崇尚
科学、传播科学的学术气

氛，培养和遴选一批真正
愿意潜心于基础科学研究

的青年科研人才队伍，加
强科学内涵教育，建立符

合科学研究规律，宽松的
管理体制和评价机制、加

强广泛的国际合作和交流
等五个方面入手，从而建

设国际一流、世界顶尖的
“第一个复旦”。

中国科学院院士、中

山医院院长樊嘉表示，“第
一个复旦”是党中央、总书

记交给复旦的光荣任务，
中山医院作为国内大型公立医院

的排头兵、领头羊，更要在建设“第
一个复旦”的征程中走在前列。他

坚信，世界不会有第二个“克利夫
兰”“霍普金斯”，但一定会有第一

个“中山”。中山医院必将全力以
赴，持续推进高质量发展，扎根于

中国大地，服务于中国人民，助力

学校高质量建设好“第一个复旦”。
本报记者 张炯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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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位外籍华人志愿者又来张江中风险地区报到

“大白”中不少“熟面孔”

▲ 上海市比乐中学学生

聆听文物背后的感人故事

▲

中共一大纪念馆馆藏

珍贵革命文物———贺绿汀
保存的盐酸吗啡针剂

本报记者 孙中钦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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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月 8日，浦东新区张江镇张

东路 2281弄玉兰香苑四期小区升
为中风险地区。昨天下午，记者来到

该小区门口，只见“大白”们正在门
口维持秩序、转运物品等。

许多人看到志愿者招募令后，
第一时间主动报名。在“大白”中，还

出现了不少“熟面孔”，原来，多名志

愿者曾在去年张江镇顺和路 126弄
封闭期间担任志愿者，外籍华人志

愿者林霄也是其中一员。

希望回馈社会
昨天下午，林霄身着“大白”服

装，在货品转运区忙碌着。因为是第

二次到封闭小区当志愿者，经验丰富
的他担任组长，不但转运物品，也负

责培训新志愿者并管理协调现场。
“12月 8日当天看到招募志愿

者的消息，我就马上报名了。因为之

前已经安排了去美国的行程，所以
这几天我赶紧上岗服务。”

说到来当志愿者的缘起，林霄
说，“报名做志愿者，一方面是因为

我在张江孙桥居住，这里已经是我
的‘第二故乡’。还有一个原因是去

年 3月，我从美国返回上海后，居家

隔离期间受到了社区各方面的悉心

照顾，一直想找机会回馈社会。”
于是，去年 11 月，顺和路 126

弄小区升为中风险小区后，林霄马
上报名当志愿者。虽然公司在松江，

他还是大老远开车过来，成为一名
转运物资的“大白”。

好兄弟又重逢
因为是第二次在中风险小区

“战疫”，林霄和“战友”们根据实战

经验，总结升级了作战“攻略”。比
如，去年顺和路小区的物品是按照

楼栋摆放的，一栋楼的东西摆在一

层，翻找至少要用二三分钟。“这次
玉兰香苑采用了全新的办法，将货

架编号，每一层货架又分成几个编
码。“快递员送到货后把编号告诉居

民，居民只要告诉我们编号，就能迅
速一对一定位，1 分钟都不到就能

精准找到物品。”

张江志愿者协会秘书长张洁
也来到现场指挥调度，她告诉记

者，自从 12月 8日中午发布了志
愿者招募通知后，短短 3天内就有

100多位热心人士报名。他们中有
复旦大学张江校区的老师，有张江

科学城的白领，还有单位组团来报

名，包括东方有线、张江镇退役军
人服务站等。

尽管如此，在快递高峰时段，志
愿者人数还是不足。“比如像我们这

一班，需要配备 10名志愿者，现在
只有六七名，有点应接不暇，要是我

的好兄弟丁晨霖在就好了。”林霄

说。发现这个情况，张江志愿者协会
负责人马上在志愿者微信群里一吆

喝，没过多久，几名志愿者就赶来
“增援”，巧得很，其中一名就是林霄

所说的“好兄弟”丁晨霖。
原来，两人上次在顺和路小区

当志愿者时相识，很快成为好朋友。
这次听说疫情发生，35岁的丁晨霖

当天就报名参加，打算做 10天志愿
者，利用的都是下班后的业余时间。

“我住在张江，社区有事责无旁贷。
何况还有好兄弟搭档，干活不累。”

目前玉兰香苑四期门口的志愿
服务一天 4班，每班三四小时，人均

传送物品至少在 120次以上。
首席记者 宋宁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