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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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下文脉，以史为宗。温州

有史以来第一部官方编修通史

《温州通史》，全方位展现了这座

底蕴深厚的国家历史文化名城

的历史文化。

十年磨一剑。《温州通史》上

起史前，下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

立，时间跨度超5000年。编纂工

作自2011年启动，由中国地理学

会历史地理专业委员会主任、复

旦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教

授吴松弟担任主编，林华东、鲁

西奇、刘光临、李世众、冯筱才等

史学专家担任分卷主编，并邀请

60余位专家学者参与。

《温州通史》
突破传统框架，断代史和

专题史并重

不同于各地出版的区域通

史，《温州通史》突破了仅按时代

顺序编纂的传统框架，在断代史

的基础上，叠加了按专题进行论

述的专题史，成为区域通史编纂

的创新之作。

该史籍运用考古发现、稀见文

献、日记、文书、档案以及大规模的

地域考察和地方文献的搜集与整

理，全面客观反映了温州建置沿

革、社会变迁、经济发展、文化教

育、风土人情等方面的历史演变。

断代史是《温州通史》的主

体部分。包括东瓯卷、汉唐五代

卷、宋元卷、明代卷、清代卷、民

国卷等六卷，每卷超 30 万字，其

中字数最多的宋元卷达到 84 万

字，合计约 350 万字。专题史部

分包括《温州古旧地图集》、《温

州医学史》、《温州海上交通史研

究》、《温州古代戏曲史》、《温州

近代交通史研究》、《温州盐业经

济史》等16种，合计约285万字。

全部出版工作将在今年完成。

这部书将断代史和专题史

并重，缘何设立专题史？吴松弟

说：“各个区域各有特色，如果不

能写出区域的特色，就不能说是

成功的。”为了展现温州地域特

色，吴松弟与众多专家学者交流

讨论，独创性地提出了断代史与

专题史并重的编撰，呈现出区域

历史发展的特色。

吴松弟说：“《温州通史》的

编纂，立足全国性的按时间论述

的断代史和区域性的按事物论

述的专题史两种视野。”最终呈

现在中国史和区域史双坐标下，

有别于其他各地通史。

历时十年
《温州通史》是如何完成的？

“这是一个长期的任务。”吴

松弟感叹道，“编好通史相当不

易，要热爱地方，要懂历史地

理，要写出全国中的区域即区

域特色，又不忽略全国大格局

对区域的影响，在看到上层思

想文化的同时写出民间生活，

并注意后世思想文化的历史来

源。”但是，“最复杂的事物也是

人创造的”。

6 部断代史加上 16 部专题

史，由哪些学者编撰？内容如何

选取？吴松弟多次组织讨论。

在人员的选择上，“有人提

出《温州通史》应由温州人来写，

我认为编撰者仅仅知道温州还

不够，需要有国家的眼光，也需

要有世界的眼光。”根据需要，吴

松弟选择在各地寻找作者。基

于每一卷的内容和要求，断代史

的队伍依次由林华东、鲁西奇、

吴松弟、刘光临、李世众、冯筱才

六位史学专家组成，分别承担各

卷的撰写。

六位主要作者，只有主编吴

松弟是温州籍，“我带作者们参

观温州各地，结合体会，分析看

到的山河、村庄及其历史。这

样，大家对温州逐渐有了一定的

认识。”

资料搜寻是一项大工程。

吴松弟提出几个方法：请温州市

各地图书馆、档案馆开放大门，

供通史作者查阅资料；请温州通

史编纂委员会协助联络人员、搜

寻书籍；通过实地考察，发现山

河、交通、村庄人文的特色。

“要把温州地方特点搞清

楚，必须进行地方调查。仅仅看

书是比较表层的。”调查小组由

复旦大学、华东师范大学、温州

大学和苏州大学等高校 300 多

名学生组成，利用两个暑假、一

个寒假，深入村庄和农民交谈，

搜寻资料。“搜集到五、六百个家

谱，深度了解基层情况。这样就

能写得栩栩如生。”“有人说我们

是接地气的研究，这和实地调查

是分不开的。”吴松弟笑谈。

要了解一个地方，首先要掌

握它的自然地理环境。在主撰

《温州通史宋元卷》过程中，吴松

弟考察过很多地方，包括温州的

海岸线，他带领两三个学生自北

向南走了几遍，边走边了解，摸

清书本未曾清楚记载的情况。

“我们发现海岸边的农民不

太愿意把房屋建在海边，离海

洋 都 比 较 远 ，为 什 么 要 这 样

子？这里的土壤是怎么改变过

来的？”吴松弟说，“农民解释，

海岸边上浪潮高，台风一来就

更猛，对房屋很有威胁，所以宁

可 把 房 屋 建 得 离 海 岸 线 远 一

点，骑车来海岸边上种地。这

些是只看书看不出来的。”当地

农民指出，不是任何一个地方

的海岸围起来就能耕种，它至

少要经过近 100 年的熟化过程，

才能成为良田。“这让我想到在

宋代，温州的粮食不够吃，但到

明代粮食逐渐就够了。后来明

白了，它的土壤已经由过去的

盐碱地或者生土地完成了熟化

的过程。这样就可以种粮食，

粮食不够的问题就解决了。”

“所以，有些东西你都要去问、

去看，才知道。”

吴松弟说：“实事求是。只

有这样写下的《温州通史》，才是

真正属于温州人的历史。”

信念和兴趣
支撑他十年行走沪温两地

文化是城市的灵魂。独具特

色、源远流长的温州历史文化，为

温州人民克服困难、生生不息提供

了强大的精神支撑。“《温州通史》

的编写，可以说是对温州现象、温

州模式的追根溯源，让我们对温州

历史与文化、历史价值与当代意

义，有了更加全面准确的认识”，吴

松弟说。

他接手《温州通史》时，不到57

岁，“那时头发花白。这两年，头发

几乎全白了”。十年来，一天伏案

十七、八个小时，是他的工作常

态。“当时不觉得累，但现在感觉有

些累，脊椎骨出了问题。”

在过去的十年里，吴松弟不仅

编纂了《温州通史》，还主编了9卷

本《中国近代经济地理》，这套书籍

于2018年荣获上海市第14届哲学

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著作类一等

奖、第15届“上海图书奖”一等奖，

教育部第八届高等学校科学研究

优秀成果奖（人文社科学）著作一等

奖（2020）。此外还指导了20多位

博士生。

为什么要做那么多事？他说：

“从小习惯了。”吴松弟认定：凡事要

么不做，要做就做最好。这一信念，

也支撑着他十年来，在上海、温州两

地跑，“哪里需要，就到哪里去”。

十年得以完成《温州通史》，

是团队精诚合作的结果。“我提

出想法后，邀请了一些感兴趣的

人一起来做。在每一位参与者

的支持和坚持下，完成了这个长

期项目。”吴松弟说。 文/章佩林

十年磨一剑，打造区域通史编纂的创新之作

吴松弟领衔主编的《温州通史》面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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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生态环境治理政

策 模 拟 与 评 估 重 点 实 验 室

（以下简称“重点实验室”）于

8 月初通过了上海市生态环

境 局 组 织 召 开 的 立 项 论 证

会。经上海市生态环境局正

式发文，批准由复旦大学建

设。

重点实验室将主要依托

复旦大学环境管理、公共政

策、环境经济学、环境法等多

学科优势，并联合上海复旦

规划建筑设计研究院、上海

市 环 境 科 学 研 究 院 共 同 建

设。建设任务是构建现代环

境治理体系，提升环境治理

能 力 的 政 策 研 究 与 制 度 设

计；开展上海市生态环境形

势分析与预测，识别经济社

会发展中的重大环境问题；

开 展 生 态 环 境 治 理 相 关 规

划、政策与制度实施的绩效

评估与优化研究。

来源：环境科学与工程系

上海市生态环境治理政策模拟与评估重点实验室获批建设

计算机科学技术学院的

本科生团队凭借《白泽：反诈

骗网站智能侦查取证研判系

统》在8月30日落幕的第十四

届全国信息安全竞赛作品赛

中斩获全国一等奖，团队指导

教师杨哲慜获得优秀指导教

师奖。

第十四届全国信息安全

竞赛由中央网信办网络安全

协调局、教育部高教司、共青

团中央学校部指导，教育部高

等学校信息安全专业教学指

导委员会主办，共有来自全国

156 所高校的 718 支队伍、近

2603 名大学生参赛。经过线

上初赛，305 支队伍晋级总决

赛，通过激烈的线上评审角

逐，最终评出 40 项一等奖，62

项二等奖，81项三等奖，113项

优胜奖。

白泽团队以打击新型网

络诈骗为切入口，构建了具备

零天诈骗网站发现能力的智

能化研判和取证系统。整个

作品从线上初审的作品文档

和介绍视频，到决赛的现场展

示，历时半年，期间不断改进，

最终获得了一等奖。

文/虞淑甜

白泽团队获十四届全国信息安全竞赛作品赛一等奖

吴松弟教授在书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