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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现场

【学习教育】

离退休党委部署党纪学习教育

4 月 15 日下午，离退休党委召开支部书记学习工作例会，传

达学校关于开展党纪学习教育的有关要求，部署离退休党委党纪

学习教育工作安排。离退休党委委员和退休支部书记参加会议。

离退休党委书记李景玉在传达部署工作时指出，此次党纪学

习教育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

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纪学习教育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

示精神，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上海重要讲话精神，组

织党员特别是党员领导干部认真学习《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

例》，做到学纪、知纪、明纪、守纪。根据学校党纪学习教育工

作要求，离退休党委将通过“支部书记带头学、支部党员集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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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线平台推送学、走访慰问共同学”等形式，及时将相关学习材

料推送给支部老同志，帮助老同志学懂、学深、学透《条例》。

会议要求各支部书记发挥示范引领作用，认真组织离退休干

部党员积极参加党纪学习教育，始终做到忠诚干净担当，形成推

进学校事业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动力和合力。

会上还部署了学校第九次党代会代表选举工作，就离退休教

职工代表条件、选举程序、时间安排等作了说明。

离退休党委开展“寻访浦江两岸，感受时代巨变”主题

活动

4 月 16 日至 30 日，离退休党委组织 17 个退休干部党支部开

展“寻访浦江两岸，感受时代巨变”主题活动，老同志们分赴海

沈村、周浦花海、奉贤古华园、青溪古镇和上海中医药博物馆等

看改革成果、看经济发展、看社会进步（“三看”活动），亲身

感受新时代以来浦江两岸发生的新变化。

看乡村振兴、赞发展变化。作为乡村振兴示范村的海沈村，

多年来努力打造体现江南风格、上海特点、浦东特色的美丽乡村。

老同志们感慨万千，环境美丽、住房宽敞、交通便利（上海唯一

地铁入村的新农村）是国家实施改革开放政策、践行人民中心理

念的结果。漫步青溪老街，看到绿田粉墙黛瓦、曲径回廊古木、

小桥流水老宅，大家心情舒畅，感受到了上海在城市建设民生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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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步青溪古镇 徜徉于花海绿树间

参观海沈村 学习中医中药文化

善的大动作、乡村能级的大提升。

悟和谐共生、践生态文明。人间四月天，正是江南好风景。

春暖花开的 4月，周浦花海生态园、古华园显得格外美丽。老同

志们徜徉在花海之中，观赏依依杨柳、似锦繁华，感受花香四溢、

莺歌燕舞，一派四月春暖、生机盎然的景象，在春风暖阳中陶冶

情操，享受自然。老同志们按捺不住激动心情，童心显现，移步

奇迹花毯，走入鲜花丛中、沐浴阳光照拂，追风看花。

学中医药文化、助力健康中国。“中医药是中华民族和世界

文化的宝贵遗产。”这是老同志们参观中医药博物馆时的共同心

声。在近 6400 平方米的展馆中参观了医史馆、校史馆和中医标

本馆，近 4000 件展品在讲解员的解说下让大家对中医中药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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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浦花海留影

史有了直观了解，也对中医中药保健养生功效有了进一步认识。

有机会近距离且较系统地了解中医中药发展史和在现实疗疾养

生中所起的作用，是此次主题活动的最大收获。有老同志表示，

这次党员主题活动既是一次党组织生活，也是一次学习中华传统

文化的极好机会。

此次活动也作为一次主题党日活动，离退休党委经前期实地

踩点、协调安排，推荐了上述 3大主题 4条线路供支部参考。活

动中，老同志们纷纷用手中镜头记录上海城市建设的美好，以摄

影和微视频作品彰显广大老同志永远“听党话、跟党走”的政治

本色和“老有所为、老有所乐”的时代风采。老同志们纷纷赞叹，

在共享改革发展成果的同时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增强“四个

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为党和

人民事业增添正能量、

为学校高水平发展贡

献力量。在当前党纪

学习教育中积极参与，

做到学纪、知纪、明

纪、守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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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同志参与学生就业活动

【关工工作】

注重开渠拓源 做好职业向导

校关工委助力大学生就业出实招

3 月 30 日，校关工委副主任黄慧、施小明，校关工委秘书长

李景玉及办公室工作人员赴苏州参与我校健康科学与工程学院

组织的就业促进活动和 2024 年“校企医监研（5+X）”党建联

盟年会暨医工交叉论坛。

校关工委一行与 40 余名本科生、研究生参观了位于苏州工

业园区的鼎科医疗技术(苏州)有限公司和景昱医疗科技（苏州）

股份有限公司，两家企业都是医疗治疗产品研发和生产的高科技

公司，坚持不断创新，追求卓越和高品质制造，在行业中有一定

的规模和发展潜力。在交流环节，黄慧结合自身多年帮助学生就

业的经验，教育引导学生准确看待当前所处的就业形势和就业机

遇，正确面对疫情对就业带来的影响，客观看待企业用人需求和

自身条件存在的差距，立足实际、结合专长做好择业准备，把握

住随时到来的就业机会。参观后，校关工委一行与企业进行了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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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交流，积极为学生就业拓展渠道、引介资源，两家企业均表示

会根据需求和学生特点为上理工毕业生提供实习就业机会。

在健康科学与工程学院 2024 年“校企医监研（5+X）”党

建联盟年会暨医工交叉论坛上，黄慧、李景玉为学院在苏州恒瑞

医疗器械有限公司、苏州天心星机器人有限公司、都莱美（苏州）

医疗科技有限公司、苏州馨鑫车业科技有限公司建立的校企实习

实践基地授牌，并同 4家实习实践基地建立了联系，拓展了学生

实习实践的渠道。

近年来，校关工委充分发挥“五老”优势，着重在“思想引

导、学业辅导、创新指导、心理疏导、职业向导”方面帮助学生

全面成长，“职业向导”是其中重要一环。下一步，校关工委将

继续深入学院、深入学生、深入企业，教育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

职业观、就业观，从实际出发选择职业和工作岗位；扩大“朋友

圈”，通过与企业、校企实习实践基地建立联系，帮助学生打通

就业“最后一公里”，实现“引才”“求职”双向奔赴。

校关工委召开特邀党建组织员工作例会暨“读懂中国”活动

部署会

4 月 23 日，特邀党建组织员学习工作例会召开，部署关于评

选表彰关心下一代工作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工作、“读懂中国”

活动等。校关工委副主任、特邀党建组织员工作组组长杨佐平主

持会议。全体特邀党建组织员参加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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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邀党建组织员学习工作例会暨“读懂中国”活动部署会

会上，校关工委秘书长李景玉传达了市教育系统关工委“读

懂中国”最佳（优秀）微视频、最佳征文及大师剧发布暨市教育

系统关工委钱学森图书馆教育实践基地揭牌活动的有关精神，并

结合年度工作要点希望各位特邀党建组织员进一步加强与二级

学院的沟通对接，深刻理解把握“读懂中国”活动的重要意义，

将“读懂中国”活动主动融入二级学院人才培养工作，助力青年

学生健康成长。

校关工委副主任施小明结合学校理论研究基地建设工作解

读了《关于校院关工委助力大学生解困扶志、拓源赋能的实施意

见》，并希望二级学院关工委结合实际形成具体工作细则，为第

三年的理论研究基地课题提供丰富素材和成功案例。校关工委副

主任黄慧分享了参与学生就业工作的感悟，认为“五老”具有丰

富的经历阅历，在学业引导、就业指导、心理疏导等方面可大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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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希望校院积极搭建发挥作用平台，让老同志的所能所为与

大学生的所需所愿精准对接。

与会老同志观看了“读懂中国”活动最佳微视频展播，同时

交流了参与学生党建、就业指导、科创辅导等方面的工作。大家

表示，将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关心下一代工作的重要

指示精神，更加主动参与助学帮困工作，协助二级学院关工委强

化工作特色，在教育教学、科学研究、思想引领、心理疏导等方

面贡献老同志的智慧和力量。

【课题调研】

我校老干部工作调研和退管理论研究成果受表彰

4 月上旬，市教卫工作党委系统离退休干部工作会议、市退

休职工管理研究会分别表彰了 2023 年度市教卫工作党委系统老

干部工作优秀调研成果、退管理论研究论文。在市教卫系统老干

部工作调研成果中，《引导高校低龄退休干部发挥作用对策研究》

《高校退休党支部主题党日活动质量提升路径探析》获一等奖、

《上海高校退休干部参与志愿服务的行动策略研究》获二等奖；

在退管理论研究论文奖项中，《关于退休职工参加年度健康体检

的调研与思考——以浦东新区高行镇东沟社区为例》获二等奖，

《运用信息化手段推动新时代离退休干部工作高质量发展研究》

《浅谈引导离退休老干部发挥优势作用平台建设的探索和实践》

获优胜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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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风家教】

浅谈徽商家风

吴益和

微商在我国工商业发展过程中是颇有重要影响的群体之

一，从明代中叶算起，徽商在江西景德镇商业和金融业称雄长

达 400 年之久。为什么能做这一点？根据史料的记载，主要是

徽商在经商的实践中，能做到以下几点：

1.刻苦耐劳 艰苦创业。徽商邵运仁，绩溪县人，其妻为休

宁县人。他原为屯溪一家中药店经理，于 1910 年受聘到景德镇

开创了种德堂中药店，他带领共事的团队，从屯溪步行到景德

镇，不辞辛劳，遇事精打细算，不沾染奢侈之風，富有進取精

神。

2.重义轻利，以诚待人，讲究商业道德。徽商经营最重“三

件宝”，即“货真、价实和信誉好”，讲究“君子爱财，取之

有道”。种德堂就是本着“修合无人见，存心有天知”的格言

创名牌树店誉的，从而达到生意兴隆。鼎盛時期，种德堂的员

工数达到七十七人。邵运仁老先生病逝后，由其长子邵鹤泉继

任种德堂经理。经过数十年的努力，种德堂终于成为一家驰名

赣东北和誉冠景德镇的第一大中药店。

3.有民族正义感。徽商吴少樵，休宁县人，其妻是黟县人。

他自 1928 年曾两次担任景德镇总商会会长。当 1925 年 5 月 15

日，上海的日本纱厂发生了枪杀中国工人顾正红事件，随后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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酿成了“五卅”惨案，景德镇各界为此义愤填膺，发起了誓作

上海人民后盾的签名运动，总商会也由吴少樵等为代表签名，

在太白园广场举行抗议大会，高呼“打倒帝国主义”和“废除

不平等条约”等口号，并通过了各界组织成立的“五卅”惨案

后援会。同时，还大力劝导徽帮同乡抵制日货。

4.为复兴景德镇之瓷业，思路开放。抗日战争前后，景德

镇瓷业一落千丈，由于交通阻隔，产品积压，资金枯竭，瓷厂

陷于停顿，失业工人日益增多。吴少樵思路开放，于 1936 年夏，

应香港瓷商顺泰样瓷号老板杨有翰与張国兴资号老板张树青

等邀请，赴香港访问。当时香港报纸竞相登载，连篇累牍报道

欢迎吴少樵之盛况，使景德镇的瓷业受到了鼓舞，增强了信心。

1939 年，吴少樵又赴上海创办了中国景德镇瓷器股份有限公司。

抗战胜利后，瓷器市场渐趋繁荣，公司业务也大有发展。

5.热心公益事业。1942 年春，景德镇有人发起创办历史上

第一所完全中学——天翼中学。吴少樵认为，这是利国利民之

举，欣然将自家 20 亩良田献给天翼中学作为办学之用。

纵观徽商的历史，是我国历史文化遗产的一部分，确有

许多有益的经商处世之道。但徽商又是一支带有封建色彩的商

人队伍，难免染上顽固守旧、囿于传统和墨守成规等弱点，这

些显然是不可取的。所以作为微商家风，不可避免有好的一面，

也有不足之处。家风的影响显然是潜移默化地伴随着一个人的

成长过程，同时，学校的教育和党、团组织的教育与培养，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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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在实线活动中多方面的锻炼，对一个人的成长至关重要。特

别是在这大好新时代的环境下，我们要与时俱进，坚定“四个

自信”，即理论、道路、制度和文化自信。全国各族人民要更

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为中华民

族的伟大复兴而发奋图强、艰苦奋斗，为祖国更加美好的明天

贡献力量。

后记：邵运仁和邵鹤泉分别是本文作者的曾外祖父和外祖

父；吴少樵是祖父。本文史料主要取材于《景德镇徽帮》一书，

出自“景德镇文史资料”第九辑，由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景

德镇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于 1993 年 5 月第一次印

刷。其次，也包括作者童年时期耳闻目睹的记忆撰写。

（作者系局级退休干部党支部党员、原上海机械高等专科学校校长）

父辈墓前忆家风

尹永生

清明时节祭祖墓，往事历历浮心头。铁骨铮铮铸忠魂，丹心

一片照汗青。立志承前来继后，兴家立业谱新篇。

尹永生出生于苏中地区一户贫苦农民的家庭，也是土地革命

时期， “要找共产党，就到刁家网”——苏中三泰地区著名共

产党创始人沈毅的一个联络点，祖辈中不少人都是我党早期共产

党员。1941 年，年仅 18 岁的父亲尹之本已经成为一名新四军战

士，参加几次著名的战斗。由于作战勇敢,父亲很快成长为英勇

善战、足智多谋的指战员。为不当俘虏兵或惨遭敌人毒打残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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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在身边总会给自己留下最后一颗子弹或手榴弹，这种视死如

归的大无畏精神，一直激励着父辈们奋勇前行。

解放后，父亲又以极大的热忱投身到祖国伟大建设事业中，

长期担任县、市部门领导，始终保持着劳动人民的本色。尤其在

三年“自然灾害”期间，他和全国千百万名焦裕禄式的干部一样，

除积极组织所分管地区贫苦农民生产自救外，每逢天寒地冻、大

雪封门的时候，他宁愿自己饿肚、受寒，却不忘帮助贫困户，有

时还会带着他的孩子，到一些十分困难的农户家里, 访贫问苦，

看一看锅里煮的什么，摸一摸灶膛里有沒有生火，这期间他没有

烤过群众一把火，没有喝过群众一口水，这些都是他的孩子亲眼

所见。

母亲是一名小学教师，对待学生有颗慈母之心。所教学生中

有不少己担任县、市领导，他们常来探望并尊称她为“黃先生”。

记忆中的母亲跟父亲相濡以沫，共同支撑着这样的大家庭。母亲

勤俭持家、要苦先苦自己的精神一直深深地影响着后辈。当时母

亲还很年轻、年富力强，因常年节俭而硬生生的饿出“浮肿病”，

脸上、脚上一按下去就是一个深深的、起不来的“瘪塘”。这需

要多大的毅力啊!父母的恩情让子女们终身难忘！

父母十分重视对子女的教育培养，懂得以身作则、言传身教，

发挥优良家风的作用。他们没有任何不良嗜好，具有极强的自律

能力，就是大家口中常说的“好男人、好丈夫、好父亲”之类的

形象。即使到了耄耋之年,仍坚持劳作、关心国家大事，完成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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忆录《风雨人生》、《红十四军的成功与失败》等文稿，总结以往

几十年战斗和工作的经验教训。他写这些文章，蕴含着“居安思

危”的深意。希望后辈要学做包拯，做廉政建设的表率。后又提

出干部“报喜不报忧是个大祸害”，希望大家今后做事不做“戏”，

“其身正，不令而行”。这些观点不仅是他自身实践的真实写照，

也成了后辈做人从政的座右铭。

父母十分注意发挥“抓大带小”的榜样作用。大哥是村庄有

名的“孩儿王”。因而，父母对大哥的要求十分严格，大哥也不

负众望，学习成绩一直名列班级前茅，是父母眼中的骄傲、弟妹

中的“大哥大”。慢慢地，几兄妹都被大哥认真刻苦的学习态度

和条理性自然而然地带动起来。在思想品德方面，大哥对弟妹们

的要求更是严格。记得有一天, 三兄妹在校园闲逛时，二哥无聊，

随手摘下校园内一颗青涩的毛桃，擦了擦上面的毛，就把毛桃塞

进嘴里。这立刻遭到大哥严厉呵斥，并要他去班主任老师那里认

错、道歉, 当时吓得几兄妹可不轻啊!这些都说明大哥对弟妹们的

要求，要做好事，不做坏事；做一个高尚的人、纯粹的人，一个

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利于人民的人。

父母从没有重男轻女的思想，相反，对女儿教育更为耐心、

细致。那时，农村有这样的风俗习惯，男孩要传宗接代，而女孩

则要受家庭经济条件和旧习惯势力的影响，而父母却是:谁有能

力就送谁去上学，即使沒有能力，也要尽力培养，甚至于还要优

于男孩一筹。每想到此，常使尹永生感动得热泪盈眶。也许正是



14

这样，使得她在学习中更加刻苦和懂事。

父母在“为人”方面严格要求子女，鼓励他们走上正确的道

路。有时节假日，全家人在一起时，父亲还会不适时机地给孩子

们讲述那苦难的过去和枪林弹雨的战场，念叨最多的就是“千万

不要忘本！”为加深记忆, 在吃完团圆饭后，还要再为孩子们用

糠和野菜做顿“忆苦饭”，以教育他们不能忘记旧社会的苦，不

做纨绔子弟。这种“为人”的教育，才是父母给孩子们最宝贵的

精神财富。

父母教育子女要懂得尊老爱幼和关心他人。从记事起，祖母

和弱智的姑姑就一直和父母生活在一起。每次吃饭，父母总要向

她们碗里多夹些菜，并说:“奶奶老了，只怕有子欲养而亲不待

的切肤之痛!”对于弱智的姑姑，父亲更是从不吝啬表扬她的口

舌: “姑姑和奶奶为保守党的机密，被坏人抓着吊在家门口桃树

上抽打，但她们始终未泄露一星半点儿消息，由于受到恐吓，姑

姑病情加重了！”要孩子们对姑姑格外亲！再后来，两位远房的

奶奶到年迈时也和父母生活在一起，度过一个安祥的晚年。每当

提起她们，父母更是满脸堆满崇敬：“远房爷爷年轻时就为革命

牺牲了，对这样为国家做出贡献的遗属，我们有推脱不了的社会

责任啊！”此外，父母还常怀悲悯之心，资助村庄和家族中贫苦

人上学读书，这样的事例还有很多。

父母还要求子女自立自强，具备与困难作斗争的勇气。当孩

子们五六岁时，父母要求和同伴一起去打猪草；七八岁后，要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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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烧饭、洗衣、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父亲常说:“送你们读

书，教会你们学会独立自立的解决问题，比送座金山银山还要强

百倍。”子女也以父辈为榜样，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另外，父

母还给了他们一个强健的体魄、勤劳的习惯，使得他们从没有感

到劳累过。他们同样以负责任的态度承担起家庭和社会的责任。

在这样家风的熏陶下，先后在她们家庭及后一代中产生两位博导、

七位教授和四位正处级以上的干部, 在各自岗位上作出贡献，使

下一代个个都能在沪、苏立起，辐射全国，乃至跨出国门、走向

世界。很多事情是值得她们永远回忆和纪念的。

（作者系学院退休第二党支部党员、环建学院原党总支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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