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三道题：校园安全吗？物资储备如何？
疫情防控专项工作组综合保障任务小组负责人、副校长张志勇——

朝最好的结果去努力
公共空间安全物资筹措到位

见到张志勇时，他刚和总务

处 等 大 后 勤 部 门 负 责 人 开 完

会。“这几天，校园防控工作基本

运行有序，所以我们开始想后续

的事情了。”张志勇告诉记者，

“目前在寒假，校内人员还不多，

但未来师生返校必然会出现大

人流。所以我们要提前谋划大

后勤可以做哪些准备。”

疫情发生以来，大后勤各部

门，特别是总务处的同志们冲在

防控第一线，和保卫等多部门一

起，迅速行动，在极短的时间里

为校园树立起一道安全屏障。

“防控疫情有三个重要方

面，控制传染源、切断传播途径

和保护易感人群。”张志勇表

示。曾经在上海市（复旦大学

附属）公共卫生临床中心工作

11 年，担任过中心主任的他，对

传染病防治有丰富的经验。1

月 20 日，他给大后勤的部处长

们发一封长信，介绍新型冠状

病毒的基础知识、预防感染传

染性疾病的要点、出现感染征

兆的处置预案，请他们向所有

后勤员工普及。学校专项工作

组成立后，大后勤各部门第一

时间制定完成《复旦大学疫区

来校人员集中隔离观察管理办

法》《公共物业清洁消毒工作预

案》《食堂食品安全工作预案》

《校车清洁消毒工作预案》等 9

个预案，为工作人员做好相关

防控工作提供了规范。

据张志勇介绍，以公共空间

卫生管理为例，物业人员每天 2

次对公共教学楼、办公楼、实验

楼、体育场馆、图书馆、学生公

寓、公共浴室等处门把手、电梯

按钮、桌椅、箱柜、垃圾桶、地面

进行专项消毒工作；同时，对教

室、会议室、体育场馆等公共场

所加强通风，每天3-4次，每次时

间不小于 30 分钟。校车是人员

密集的公共空间，每天发车前和

收车后，持续进行专项消毒和通

风工作。

“我们大后勤处在疫情防控

的‘下游’，关键就是要做好校内

的基础性保障工作。而学工和

教师部门是疫情防控的‘上游’，

他们主要负责流行病学调查，全

面掌握师生们的动向以及人群

接触情况，特别是错峰返校的具

体方案。”张志勇表示，“焦书记

和许校长要我们在人员管理、校

园 管 理 和 后 勤 保 障 方 面 再 加

强。我想，只要我们‘上下’协

同，师生配合，疫情在校内就可

防可控。朝最好的结果去努力，

我们要有信心。”

假期中，校内有大后勤很多

部门的员工，这部分群体的流行

病学调查也很重要。据张志勇

介绍，大后勤启动学校所有后勤

员工返乡返沪情况与寒假行动

路径统计，资产经营公司对所有

全资、控股企业的负责人进行一

对一的疫情防控工作交流，确保

各 下 属 企 业 做 好 相 关 防 控 工

作。基建处对年后进入学校参

加基建修缮的所有人员（施工总

包分包、监理、投控等）按天统计

人员情况，严防死守。

设立集中健康观察区在专

项工作组成立之初就已被考虑，

“从腾挪空间到建立规范，大后

勤的各位同志下了不少苦功。”

张志勇介绍，年初返校的多位同

学都入住集中健康观察区。校

医院、保卫处及大后勤相关部门

的工作人员整个新春假期都在

现场服务，有多位同志从大年夜

开始就没有回过家。1月29日下

午，张志勇邀请上海市公共卫生

临床中心医院发展部主任（原医

务科科长）叶佩燕主任医师到观

察点，指导消毒隔离流程及操作

规范，确保每一个工作环节没有

漏洞，并到部分同学房间探望，

解疑释惑。

“最难的还是物资储备。”被

问及工作难点时，张志勇坦陈。

防控物资始终是稀缺品，为一线

人员提供充分保障的同时，大后

勤还要为全校一段时期内的需

求提供储备。“正逢新春假期，要

在第一时间购买到足量的口罩

和体温计，让大家急坏了，也忙

坏了。幸好我们启动早，目前还

没有问题。”

“接下来的难点是怎样让大

家既科学又节约地使用好这些

物资。”张志勇说，大后勤面向全

校统计物资需求，有的放矢、更

精准地为未来开学做好准备。

他呼吁，“防控疫情并不是一朝

一夕的工作，我们要对怎么戴口

罩、怎么消毒做更多常识性的教

育，一方面真正起到防护和消毒

的作用，另一方面也要为国家和

学校节约成本。”

人员管理组的牵头领导之一、党委副书记尹冬梅——

让人文关怀靠前，
在校人员没有后顾之忧

这些天的复旦校园格外静

谧，不仅没有游客，也没有提前

返校的学子。而奋战在这份静

谧背后的学生工作队伍与校园

安保队伍早早结束了假期，只为

守好每一道校门，护好每一位师

生。

1 月 26 日，学校发出推迟

2020 年春季学期开学安排的通

知，明确提出“全体同学务必不

要提前返校”。这条通知及学校

相关管理办法由学生工作队伍

迅速传递，到达每一位学生。

然而，全校近四万名学生，

需 求 多 样 。 留 校 的 学 生 怎 么

办？看病转诊怎么办？未留校

的学生要办理成绩单、就业三方

协议等手续怎么办？要去宿舍

取东西怎么办？结束海外交流

准备先返校而非直接回家的学

生怎么办？更常见的是，需要使

用学校的学术资源怎么办……

“我们首先是‘底数清’，准

确掌握所有学生的状态，身在何

处、身体如何；其次是‘情况明’，

在了解每一名学生过去 14 天行

动轨迹和身体状况的基础上，明

确防疫举措。”尹冬梅说，在这一

过程中，工作既要“硬”，更要

“软”。“我们按照习近平总书记

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国务院

部署，坚决贯彻落实上海市和学

校关于疫情防控的所有规章制

度，同时发挥们学生思政工作的

优势，让人文关怀靠前，对不同

情况的学生给予不同的、有针对

性的关怀。”

在这样的原则指导下，学生

工作队伍一方面继续开展早在

学校通知发出之前就已经开始

的排摸工作，全覆盖、无死角，纵

到底、横到边，实行每日“零报

告”制度；另一方面，在对所有未

留校学生逐一确认不提前返校

的同时，针对学生提出或尚未提

出而可能存在的各类需求，制定

工作方案，采取应急举措，最大

限度帮助解决。

利用好微信等新媒体平台及

时发布学生关心的事项通知，做

好疫情防控知识宣传。向全校各

级学生党组织和全体学生党员发

出倡议，带领全体同学合力打赢

疫情防控阻击战；对所有留校学

生密切关注、加强关心……特别

的是，各院系学工队伍保障每天

有专职辅导员在沪，如有突发情

况，一小时内到岗。

学校成立“新型冠状病毒肺

炎”疫情防控心理支持与干预指

导专家组，协调相关学科专业人

员，为参与工作的有关人员提供

专业指导。1月23日，心理健康

教育中心面向院系发布抗击疫

情期间的学生心理关怀指导建

议等；1月24日，开通春节期间的

心理支持热线，中心专职人员每

天电话值班；1月28日，推送《给

复旦同学的一封信》，阅读量超

过2.6万；2月2日，开通两个网络

心理支持平台，打造学生心理支

持服务“升级版”。学工队伍动

态关注所有 14 天内曾到过重点

地区的学生健康和心理状况，尤

其是经济困难学生的情况，在给

予关心安慰、心理疏导的同时，

启动必要的应急补助。

对于学业、毕业和就业这些

学生最牵挂的事儿，学校相关部

处协同出谋划策。补考、复学、

选课、学位论文，通盘协调时间

调整；“图书馆闭关修炼指南”、

学术资源免费开放平台整理、寒

假书单；学生职业发展教育服务

中心开通电话咨询与线上咨询

渠道，每天专人值班，一对一为

毕业生答疑解惑，筹划线上推介

会。

线上工作如火如荼，线下更

是要牢牢守住校门这第一道防

线。四个校区校门多，周边环境

复杂。为严格执行进口防疫，

《防疫期间安保执勤操作手册》

详细列出了人员和车辆进出校

门的各类情况处置流程，明确了

执勤规范。各校门的显眼位置，

张贴着暂停校园开放的通知公

告和师生员工入校要求。

校园巡逻巡视、租赁区域进

出口管理指导等工作也容不得

半点马虎。安保队伍在岗500余

人，工作压力最大的门岗约 200

人，上岗执勤前需测量体温、佩

戴口罩，注意岗位卫生整洁，定

期消毒。他们守护着学校，学校

也关爱着他们。保卫处调配人

手、配备防疫设施，为门岗执勤

人员排忧解难。

“留校居住这些天，深刻感

受到学校的用心和关心，让我们

留校的同学没有后顾之忧。我

们也应该服从防控疫情的大局，

听从学校的安排，不出园区，也

很充实。我也明白有很多人为

了我能舒适、安全的生活在努

力，谢谢大家！”一位留校学生这

样说。

全员返岗后，学工队伍和安

保队伍又为开学季未雨绸缪，制

定各类预案，落实各种物资，加

紧开发信息系统以助力管理。

“届时师生大规模返校，情况将

更加复杂，需要考虑的细节更加

繁复。”尹冬梅表示，保卫部门和

学生工作部门将严格按照上海

市和学校的有关管理规定和要

求，以学校提出的保证教学和科

研质量为前提，利用接下来一段

时间的窗口期、关键期，提早准

备预案，并进行线上线下演练和

压力测试，以迎接大规模师生返

校。 文/李沁园

第四道题：如何有温度地管理人员?

（上接第 6 版）配合排查、

及时就医、做好防护。从上海

市医疗救治专家组组长、复旦

大学附属华山医院感染科主任

张文宏教授的“硬核”讲话“圈

粉”无数，到在病毒学领域耕耘

数十年、经验丰富的中国工程

院院士闻玉梅，再到疾控专家、

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副院长吴

凡，上海市（复旦大学附属）公

共卫生临床中心党委书记卢洪

洲等专家不断做出实用的“干

货”科普，传递最新权威信息，

帮助民众知其然、又知其所以

然。

无论是在抗疫的台前还是

幕后，都有着无数复旦人奋战

的身影。“专家是这场战役的智

囊团，将和一线医护人员、全体

师生员工一起携手打好这场疫

情防控战！”袁正宏信心满满。

文/张欣驰

■ 物业每天定时为学生公寓楼电梯消毒 摄影/石海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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