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昨天上午采访
华政一位老师，没找
到人，听说去食堂打
饭去了。不是给自
己打饭，是给学生餐
装盒。等了两个多
小时才联系上，她说
下午还要去。她所
在的学校，一天要为
学生准备三万份餐
食。
上海交大的辅

导员说，留校老师们
睡眠和体力严重不
足，正在用身体的极
限守护学生。即便
如此，遇到餐食不够
的时候，还是毫不犹
豫，优先学生。
相信每所大学

这样的老师都很多，
他们都在经历相似
的艰难，都在咬牙坚
持，他们的心里几乎
忘了“我”。
宿舍阳台传来

的歌声和感谢声，朋
友圈互相鼓励的点
点滴滴，微信群里对
老师和教工的担心，
学生关心的，也不是
“我”。这群十八九
岁的“大孩子”真的
有了成年人的样子，
也给大家带来很多
感动。
抗疫，从来不是

一个人的事。如果
老想着“我”的自由
与自在，惦记着“我”
的得与失，不会获得
快乐。
但有时候也要

想想“我”的，比如真
的是“自由越是有
限，能做的越少”？
其实每个“我”能做
的事情挺多的。

疫情中的“我”

记者手记

申城高校陆续进入封闭和准封闭管理，校园一下子空旷冷清起来。
然而与2020年不同，疫情进入了新阶段，住满学生的校园承受的防疫压
力，也与两年前完全不同。抗疫进行时的真实校园是什么样的？哪些暖
心的瞬间刷屏？今天本报聚焦疫情中的申城大学校园。

6-7
2022年3月16日/星期三 本版编辑/李 晖 本版视觉/戚黎明

上海新闻

▲扫码关注新民晚报官方微博 24小时读者热线：962555 编辑邮箱：xmywb@xmwb.com.cn 读者来信：dzlx@xmwb.com.cn坚持坚持坚持坚持坚持坚持坚持坚持坚持坚持坚持坚持坚持坚持坚持坚持坚持坚持坚持坚持坚持 外防输入外防输入外防输入外防输入外防输入外防输入外防输入外防输入外防输入外防输入外防输入外防输入外防输入外防输入外防输入外防输入外防输入外防输入外防输入外防输入外防输入 内防反弹内防反弹内防反弹内防反弹内防反弹内防反弹内防反弹内防反弹内防反弹内防反弹内防反弹内防反弹内防反弹内防反弹内防反弹内防反弹内防反弹内防反弹内防反弹内防反弹内防反弹 动态清零动态清零动态清零动态清零动态清零动态清零动态清零动态清零动态清零动态清零动态清零动态清零动态清零动态清零动态清零动态清零动态清零动态清零动态清零动态清零动态清零 不动摇不动摇不动摇不动摇不动摇不动摇不动摇不动摇不动摇不动摇不动摇不动摇不动摇不动摇不动摇不动摇不动摇不动摇不动摇不动摇不动摇

疫
情
中
的
申
城
大
学

上海交通大学 双向奔赴 餐有人送鱼有人喂，设备有人管数据有人存

“所谓空间，从来都有 两种，一种是身处的环境空间，一种是内在的心灵空间”

“中午餐量不够，有限的午餐全部供应给学

生，送饭的老师自己没有饭吃。刚刚大风掀翻

了核酸检测的几个棚子，雷雨打在送餐老师的

身上。他们这几天睡眠严重不足，在用身体的

极限守护学生。”上海交通大学辅导员写下的

“战疫日志”，令人“破防”。

这几天，为了3万多学生吃上热饭，上海交大

留校的老师们组成了“送餐天团”，专家、教授、辅

导员、行政老师全部穿上防护服化身“大白”配送

员。为了提高效率，有将科研用的无人小巴调配

来送餐的，有给小车增挂拖斗的，有计算优化装

载配送方案的，“天团”甚至发挥“学科优势”。

守望相助换来的是互相理解的“双向奔

赴”。昨天傍晚，一则视频再度令人“破防”，一

车盒饭送达女生寝室，整栋楼响起了此起彼伏

的“谢谢老师”“老师辛苦了”及掌声……

被照顾的还不止学生。一间实验室养着

500条模式水生生物斑马鱼，这是环境学院赵老

师和同事们重要的科研“伙伴”。“它们都好好

的，很活泼，您放心”，学院物业的阿姨在赵老师

的指导下当起了饲养员。无独有偶，农业与生

物学院老师精心栽培的“小苗苗”也得到了留校

老师的照料，黄瓜、水稻、番茄等作物长势喜人，

观察数据也一一记录下来。

还有一些实验室是不间断运行的，一旦停

止，数月甚至整年的实验就会前功尽弃。物理

与天文学院马教授团队的晶体生长和物性表征

实验室，有一台无液氦综合物性测量系统，正在

实验，对电压稳定性等要求很高。这几天，马教

授在校外通过远程方式关注实验室的运行，不

过他并不担心，“实验在按照设计持续进行，数

据也会被安全储存，有同事的关心和帮助，科研

的进展不会放缓，更不会停。” 本报记者 易蓉

本报讯（记者 郜阳）在第123场上

海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新闻发布会上，

市教委副主任杨振峰表示，目前，全市所

有高校都按照校区采用了封闭管理模

式，落实全员排查。对于所有人员完成

2次核酸检测且结果均为阴性的学校，

可由封闭管理模式转为准封闭管理模

式。准封闭管理期间，高校不得开展跨

校区交流及聚集性活动，学校严格校门

管理，入校人员须提交本市48小时内2

次核酸检测阴性报告（间隔24小时），严

格核验身份、检测体温、查看健康码和行

程码。出校人员需凭申请。校区内人员

流动要做到错区域、错层次、错时、错峰，

避免人员聚集。师生员工每周均需进行

一次核酸检测。

杨振峰说，各高校将竭尽全力做好

师生员工关心关爱和后勤保障。在配合

疾控部门的同时，教育系统充分挖掘内

部资源，在隔离观察、餐饮供应、场地消

杀、人员转运、物资储备等方面，尽最大

努力做好服务保障。市教委还要求学校

严格落实安全就餐模式，确保封控期间

餐饮保障供应充足、价格稳定。另外，还

要求学校做好洗浴、洗衣、超市、就医等

生活服务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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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 特殊逆行 校门关闭前，带上被褥回校照顾“无言良师”

3月13日晚上8点开始，复旦大学上海医学

院开始准封闭管理。校门关闭前，有不少老师

带上被褥等简单行李，选择“逆行”。牵挂正在

进行中的科研，惦记着实验室安全，担心教学的

质量和进度，是他们不约而同回校的理由。基

础医学院解剖与组织胚胎学系教授张红旗就是

其中一位，他牵挂的是一群重要的教学“伙

伴”——“无言良师”（对红十字遗体捐献者的尊

称，也称“大体老师”）。

春季学期正是上《局部解剖学》课的时间，6

间实验室里有42位“大体老师”。这两天，上海

接连几天最高温达到二十七八摄氏度，实验室

里的“大体老师”令张红旗老师放心不下。“‘大

体老师’如果不妥善保护，不通风透气，可能会

因上霉而损坏。”于是这两天，张红旗和一同留

校值班的解剖与组织胚胎学系主任、党支部书

记李文生教授商量，白天给存放“大体老师”的

实验室开启通风、空调设备。 本报记者 易蓉

上海财经大学 科技向善 学有所用，为核酸检测点创建便民工具

核酸检测需求激增，申城检测点排队情况

如何？上海财经大学毕业生金成创建了一个互

助共享文档，为市民错峰选择检测点提供信息

参考。

互助共享文档以行政区划分，包括核酸检

测点具体地址、排队情况、收费情况及更新时间

等。所有信息由知晓情况的网友互动更新，发

布两个多小时已更新了百余条本市核酸检测点

情况。金成看到上海网友自发维护更新这份文

档，这份互助精神也令他非常感动，“这也算是

‘科技向善’的体现。”

上海财大商学院助理教授陶学臻也想到了

一起。他制作了一份覆盖了市卫健委公布的

201个核酸检测地点的电子地图，为有需要的市

民提供便捷服务。 本报记者 易蓉

华东师范大学 轮换留守 特殊时期，给实验小动物特别的呵护

“老师你们住哪儿？”“办公室。”华东师范大

学数据科学与工程学院本科辅导员杨兴龙深夜

安顿好学生之后，收到了同学们的关心。杨兴

龙的妻子是抗疫一线的医护人员，每天都在连

轴转。得知学校启动闭环管理，他把孩子送到

外婆家，第一时间回到学校，解决同学们的急难

愁盼问题，送上贴心关怀。

为保证闭环期间实验动物安全，心理与认

知科学学院认知神经科学研究所学习与记忆实

验室博士后王雷主动要求留校照顾被试动物。

他说：“我们实验室组员进行组队，平时轮换负

责；遇到特殊情况，我们选择有经验的组员留

守，做好实验室管理以及动物福利保障，尽最大

努力保障研究工作有序开展。” 本报记者 王蔚

华东理工大学 志愿坚守 虽然“太累了”，但仍然回复：“准时到”

“同学你好，请出示你的登记码。”全员核酸的那天

晚上，这句话不知被负责核酸检测引导的同学重复了多

少遍。华东理工大学机械与动力工程学院的王紫阳加

入到核酸检测引导志愿者的队伍中。这是他第一次参

与抗疫志愿者，第一次和核酸检测现场的医护人员站在

同一战线。

志愿者是个辛苦的工作，回到宿舍就会感到一身疲

惫，摘下手套手都泡白了。一个寝室的同学说着太累了

明天不去了，但是群里招募志愿者信息一发布，大家又

接着在群里回复了准时到达。

华理研支团的十多名党员志愿者就始终活跃在战

“疫”第一线，他们有的来到食堂，引导学生有序打包餐

食、为在寝健康观察人员派送生活物资；有的坚守宣传

阵地，及时发布相关防疫政策、协助广大师生了解学校

安排；有的则成为志愿者的志愿者，保障广大志愿者的

岗位安排和后勤；有的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动员自

己的舍友同学一起投入志愿者队伍中……

本报记者 张炯强

上海外国语大学 短信接力 点对点及时通报情况传递安心

收到第一条通知时，2018级法语系的王辉宁正在宿

舍楼下，学校实行闭环管理后，原本准备出门取快递的

他立刻回到了寝室，“因为我是班长，也预想过万一碰到

这样的情况该怎么处理。”上海外国语大学自实施“2+

12”闭环管理以来，每位师生的手机前前后后共接收到

来自学校的超过20条短信，及时通报各类情况。

“我们第一时间通过短信平台，及时点对点地向全

校师生手机推送防疫通知短信，避免小道消息或恐慌情

绪传播。既能安抚师生情绪，同时也提高沟通效率。”上

海外国语大学后勤处处长孙俭说。

与此同时，上外信息化管理部门立刻与上海市大数

据中心联系，通过统一数据接口，同步全校师生的核酸

检测数据，“上外师生核酸检测结果查询系统”很快上

线，新系统提高了核酸检测信息统计的准确性，又缓解

了二级部门的统计工作量。 本报记者 郜阳

上海理工大学 校园“12345” 同学凌晨牙痛，老师及时送药

将近晚上11时，“上理工12345”工作群还在闪动，

是学生快递取件的事。为了帮助封闭在宿舍楼的学生

取快递，快递驿站500人的群建了就满、满了再建，不到

24小时就建了9个。上理工后勤管理处牵头设立上理

版“12345”热线，校园应用中的“报修”功能、学校专设的

急难愁盼“热线”、监督投诉热线以及24小时开机的辅

导员电话一同应对疫情期间师生的“急难愁盼”问题。

凌晨一点半，上理工中英国际学院辅导员郜嘉琪的

电话响起，原来是大四的邹同学深夜牙痛，无法安睡的

她叫了外卖药品，却又因为校园闭环管理无法取药。郜嘉

琪老师成为深夜里的临时派送员，她带着消毒用品把外卖

药品认真消毒后送到了邹同学手里。 本报记者 易蓉

上海大学 接力有“声” 在有限的条件下教学科研不停步

“科研、教学工作不能停。”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钟云波教授带领“新能源产业关键材料超常冶金与制

备”创新团队，按照疫情防控要求，与在校教师、博士

后、博硕士研究生，在有限的条件下继续开展教学科

研工作。教职工演讲与朗诵协会组织发起了一场有

“声”接力，隔空合诵原创作品《这是一个战斗的春天》，

为抗“疫”加油。“一条大河波浪宽，风吹稻花香两岸

……”音乐学院的两名女生在宿舍的阳台上拉起了小

提琴，旋律响起，音乐温暖人心。 本报记者 王蔚

华东政法大学 云端慰藉 “今天天气晴朗，想和你聊聊”

“想对大家说——所谓空间，从来都有两种，一种是

身处的环境空间，一种是内在的心灵空间。贤者身处茅

屋而知天下，君子居洞穴而获自由。”华东政法大学的网

络电台响起了文伯书院杜素娟老师温柔的声音。“闻声

如见面”，这两天，网络电台“今天天气晴朗，想和你聊

聊”栏目陆续邀请华政名师，老师们接力在云端为华政

人带来温暖与慰藉。

《门前》是杜老师推荐给战疫时期华政学子的诗

歌，希望鼓励大家以豁达和乐观，突破艰难困境。外

语学院的徐浩、林大江、李超三位老师云合作，朗诵

了一首《不要温柔地进入良夜（Donotgogentleinto

thatgoodnight）》，这是一首充满力量的诗歌，三位老

师对大家说着心里话，“共同的事业造就共同的心

灵，共同的心灵彼此温暖，彼此激励。这样我们就再

无畏惧，可以向着黑暗、向着混沌、向着黎明、向着希

望前行。”

昨晚，华政官微推送了“校园运营者”的连轴24小

时。每天三万多份餐食从凌晨3时开始准备，每一顿打

饭的老师都要忙上2个小时；20多摄氏度的春日阳光

下，转运物资的“大白”志愿者早已汗流浃背；保洁阿姨

和环卫大叔每天都要忙到深夜；对接疾控的医务工作者

和老师完全顾不上吃喝和休息，连续50个小时没有合

眼……所有的全力以赴，都是为了共同的目标。

本报记者 易蓉

上海立信会计金融学院 共同守护 校友会举手：“物资我来想办法！”

“物资我来想办法，这次疫情我们一定可以一起扛

过去！”

3月14日，2008届工商管理专业校友李斌新看到上

海立信会计金融学院校友会发布的“母校，我们共同守

护”活动后，主动联系学校捐赠10000只口罩、2000副丁

腈手套和近300套防护服。

2011届汉语言文学专业校友张冯桦捐赠的10000

只口罩、1997届会计专业校友程皓捐赠的100个睡袋昨

天送达文翔路校区防疫工作组等待统一调配。宋根建

等90级校友捐赠的7700只口罩、程皓校友捐赠的2000

只口罩也已在送往学校的路上。

本报记者 易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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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海事大学 音乐传情 琴声温暖做核酸检测的师生

体育馆看台上，上海海事大学学生艺术团室

内乐乐团的10名青年学子8个小时不停歇轮流演

奏，只为将一段段温暖人心的琴声传递给暂时无

法走出校园的师生，让大家感受到校园的温度。

《上海海事大学校歌》《龙猫》《快乐的阳光》

等，听到悠扬琴声，大学生们的脚步也轻快了起

来，核酸检测的效率更高了！

来自航海技术专业的郝清华说：“通过音乐

在枯燥紧张的全员核酸中给大家营造轻松愉快

的氛围，我发自内心地感觉到快乐。也希望‘大

白’们能多多休息，大家一起努力一定能等来春

暖花开的日子。” 本报记者 郜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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