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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旦大学 2022 年敬老节庆

祝大会 9 月 28 日举行。在奋力

建设“第一个复旦”的时刻，要进

一步把广大老同志团结起来、凝

聚起来，为学校发展、为社会进

步、为国家教育科技和卫生健康

事业发展作出新贡献。

历史学系退休工作组等 5

个团体获“优秀离退休教职工

（团体）”称号，方林虎等 17 位同

志获“优秀离退休教职工（个

人）”称号。

校党委常务副书记、校老龄

委主任周亚明，校党委原副书

记、校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常

务副主任、校老教授协会、退

（离）休教师协会会长陈立民，校

党委常委、宣传部部长、教师工

作部部长陈玉刚，2022年优秀离

退休教职工获奖团体和个人、金

婚纪念夫妇代表、“旦星永耀”项

目老教师代表、校关工委、老教

协老同志代表、学生代表及相关

部门负责人等出席大会。

周亚明代表学校党委向全

体老同志、向为老服务的工作人

员表达诚挚的敬意和感谢。他

表示，离退休工作要强化党建引

领，持续抓好离退休教职工党的

建设；要紧扣工作大局，引导广

大老同志发挥优势作用；要抓实

服务保障，让广大老同志共享改

革发展成果、安享幸福晚年。学

校党委将一如既往支持离退休

工作，为工作服务部门充分发挥

作用创造良好条件、提供坚实保

证。

为深入贯彻落实《关于加强

新时代离退休干部党的建设工

作的意见》精神，积极引导全校

离退休教职工发挥优势作用，助

力教育卫生事业发展、学校“双

一流”建设和社区疫情防控，学

校决定授予历史学系退休工作

组等5个团体“优秀离退休教职

工（团体）”称号，授予方林虎等

17 位同志“优秀离退休教职工

（个人）”称号。

微电子学院退管分会虞惠

华作为优秀团体代表介绍了学

院退管分会以退休老师满意为

标准，强化管理，明确责任，加强

思想建设，不断提高做好退管工

作的自觉性，进一步提高服务质

量，为老同志办实事、办难事的

经验。

国际文化交流学院王国安

作为优秀个人代表介绍了退而

不休、服务社区的体会。

数学科学学院陈纪修作为

金婚夫妇代表分享家风故事。

金婚 50 年是一个数字，更是一

对对伉俪半个世纪的相濡以沫、

家风传承。2018年起，学校赋予

金婚纪念时代内涵并品牌化、年

度化实施，在每年敬老节大会上

进行展示。今年，全校有近 30

对夫妇迎来金婚，学校为他们精

心制作了金婚纪念册。

中国语言文学系 2020 级本

科生徐至荣金婚品牌的衍生项

目“旦星永耀——人生回忆录”

的代表介绍，该项目以《人生回

忆录》形式致敬为复旦奉献青春

年华的长者，传承复旦基因与家

国情怀，为加快建设“第一个复

旦”广聚力量。至今已完成了两

批 30 多位老教师的采访，参与

学生近100人次。

由于疫情防控要求，大会还

开设云端分会场，学校老领导代

表、老龄委成员单位有关负责同

志、各退管分会负责人、联系人

和联络员、离退休党支部书记、

关工委分会、老教协分会等负责

同志、特邀党建组织员等近 200

人以线上形式参会。

文/李斯嘉

凝聚老同志 发挥优势作用
5 个离退休教职工团体和 17 位离退休教职工获表彰

复旦大学2022年优秀离退休教职工表彰名单

优秀离退休教职工（团体）

历史学系退休工作组

国际文化交流学院退管分会

微电子学院退管分会

图书馆关工委分会

附属中山医院关工委分会

优秀离退休教职工（个人）

方林虎，校老教授协会/退(离）休教师协会

韩春林（女），附属儿科医院

胡善联，公共卫生学院

陆昌祥，校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

施正康，经济学院

唐兰英（女），法学院

王国安，国际文化交流学院

忻元龙，数学科学学院

许晓明，管理学院

杨金水，生命科学学院

杨英华（女），护理学院

姚佩玉（女），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

殷静娅(女），附属妇产科医院

俞顺章，老干部党总支

郁祖湛，化学系

张乐天，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

赵美仁（女），学校办公室

在复旦在复旦，，看爱情最美的模样看爱情最美的模样

有一群复旦人，虽步入老

年，却始终保持赤诚之心，在

追梦征程上马不停蹄。岁岁

重阳，今又重阳；岁月易老，芳

华依然。

“多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是

历 史 学 系 傅 德 华 的 退 休 写

照。这十几年来他基本一直

在忙。除了完成国家社科基

金重大项目——“20 世纪中国

人物传资源整理与数据库建

设研究”，还指导任重书院学

生撰写文章，参加学术会议。

也努力传承红色精神，他是特

邀党建组织员，目前编撰“红

色人物传记丛书”，还和上海

的开国将军后代联谊会宣讲

团应邀到张家界宣讲，参加他

们的合唱团。有人问他什么

时候能才不忙？他说有的老

师90岁、100岁还在发表文章，

以他们为榜样，他不能不忙。

“努力再学习、接受再教

育。支教滇西接受锻炼。”是

复旦上医姚诠的退休生活。

2020年2月，教育部启动“高校

银龄教师支援西部计划”，71

岁的他第一时间报名参加。

独自承担“医院管理学”课程

的授课，丝毫不懈怠，分秒必

争、埋头苦干，课程深受学生

们好评。上世纪70 年代，他在

附属华山医院工作时就参加

了上海市第三批援藏医疗队

工作，为期两年。

书法是经济学院施正康学

生时代的一门功课。退休后，他

加入复旦老年书画社，重拾旧

好。临摹古帖几年，书法就完全

变样了。现在，每天都会花一个

小时左右临帖，隔几天再自己创

作一幅。2020 年开始，他担任

书画社社长。去年在经院退教

分会的支持下，办了一场个人书

画作品的线上微展。钟情翰墨

的他现在是“越写越有味，有进

步就有兴趣嘛。”

“永远不要停下思考”是物

理学系孙鑫的日常状态。他

喜欢在口袋里随身揣一个笔

头、一张纸，记下一触即散的

灵感，然后到办公室将它完整

地抄在稿纸上，进行周密的演

算推导，如果成功了，就写成

一篇论文发表出去。不断思

考是做科研的根本，大家常惊

讶于他如今的年龄依然在做

科研，他说“其实无非是很喜

爱物理推导，每次推导完都会

很有成就感。”

“多读书，勤动笔，笔才会

越写越顺。”中国语言文学系

苏兴良这十几年写了八本书，

无论是去韩国庆北大学讲学、

在老年大学教授文学欣赏课，

还是在复旦老教授协会担任

简报的执行主编，担任编辑和

四处游历的经历很大程度上

促进了他的写作。“读万卷书，

行万里路”，他喜欢旅行和写

散文，从祖国河山一直到新、

马、泰等十多个国家的风土人

情，写了六十多篇游记。

化学系刘旦初在 1995 年

开设了通识课《化学与人类》，

讲“让文科生听得懂、感兴趣”

的化学。这门课直到 2011 年，

他连续上了16 年，因此被学生

们称为“元旦初一老师”。有

位复旦女生送给他一张卡片，

写着：“永远记得您对学生这

份执着的关心”。

88 岁的化学系王新民的

退 休 心 得 是“ 拿 得 起 放 得

下”。他决定“转型”时，兴趣

点落到文学上。多年来专心

钻研文学，还受邀担任复旦老

年大学文学欣赏课的讲师。

此外他还义务参与复旦大学

退（离）休教师协会、复旦大学

老教授协会工作。

“坚持做最快乐的糕点”贯

穿了后勤服务中心胡翠娥的

退休生涯。1983 年她进入复

旦大学总务处工作，负责全校

的烘焙服务。现在她在复旦

大学老年大学开设烘焙课，和

复旦老师们从烘焙中收获快

乐。她喜欢参加公益活动，疫

情期间，专门考了志愿证做核

酸采样。为大家服务让她感

受到自己的意义和价值。她

一直坚信人要为快乐的事活

着。能为需要帮助的人做点

事，她就感到很快乐。

“趁现在，多出去走走。”

复华药业楼丽君退休后成了

旅行达人。退休就规划旅途，

从国外开始：美国、加拿大、西

班牙和俄罗斯，感受异域风

情。然后国内，从西北陕甘宁

的沙漠，到东北黑吉辽的白

雪，领略多娇的祖国山河。她

想对同龄人说：“我们还不老，

趁现在多出去走走吧。”

文/许文嫣 杨宇洁 陈奕宁
沈星月

当我们老了当我们老了，，可以做点什么可以做点什么？？

重阳节重阳节，，他们给出了答案他们给出了答案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在复旦，有这么一批金婚伉俪，从

青丝相伴到白首相知，家庭的命运和复旦发展紧密交织。长达半个

世纪的金婚，一笔一划都在书写眷恋：眷恋身边良人，眷恋复旦栽培，

眷恋国家发展。本刊选载这四对伉俪的故事。

陈纪修 姜学莹
这对饱经风雨的夫妇将这

50年归结为“平平淡淡才是真”，

或许只要执手相伴，生活里更重

要的，永远是雨后的霁空。

顾 青 李开国
在镜头前，李开国轻轻地说

了一句略带北方口音的“我爱

你”。“我今天很幸福，这是他第

一次说‘我爱你’。”顾青声音微

微颤抖。

袁竹书 陈克明
“很感谢我的老伴，和她走

到现在，我知道我选对了人。”

袁竹书反反复复说。

顾红英 陈元训
“我祝愿你身体健康，我们

一起再多看些人生的风景。”顾

红英与陈元训注视着对方，笑着

说出同样的话。

文/张菲垭 陈奕宁 姚舟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