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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少奇任沪东区委书记时实行机关工作家庭化

获得近百项荣誉的
杨浦区社会福利院

余纯顺 1951 年出生，杨浦人，
1988年7 月 1 日开始孤身徒步全中
国的旅行和探险。行程达 4 万多公
里，足迹踏遍 23 个省市自治区。已
访问过 33 个少数民族，发表游记 40
余万字。沿途拍摄照片 8 千余张，
为沿途人们作了 150 余场题为“壮
心献给父母之邦”的演讲。尤其是
完成了人类首次孤身徒步穿过川
藏、青藏、西藏、滇藏、中尼公路全
程 。 征 服“ 世 界 第 三 极 ”的 壮 举 ，
1996 年 6 月 13 日在即将完成徒步穿
越新疆罗布泊全境时，不幸在罗布
泊西遇难。

虽 然 永 远 埋 身 异 乡 ，但 余 纯
顺生前向上海大世界吉尼斯总部
申请的记录依然获得了认可。余
纯 顺 赴 罗 布 泊 之 前 走 了 4.2 万 公
里，是 20 世纪末徒步旅行中国第
一人。

毛泽东为杨浦第一任部委书记张浩执绋安葬

2014.07.26 星期六｜责任编辑：曹隽 视觉编辑：鲁茵乔

了／解／知／识／杨／浦／的／第／一／窗／口 第3版时报周末·悦读

1929 年 1 月，中共中央决定调刘
少奇回上海任中共沪东区委书记；6
月上旬，中共中央又决定调刘少奇到
东北去担任中共满洲省委书记。

刘少奇在杨浦工作时间虽然不
长，但他做了不少有影响的工作。
他总结过去区委常遭破坏的经验教
训，实行机关工作家庭化，区委的各
种会议都放在自己或同志家里召
开；派有能力的干部进工厂、抽调基
层同志参加区委工作，在加强与基
层联系的同时也提高了同志的战斗
能力；他充分利用各种群众组织发
动群众，指导基层注意采取怠工罢
工的“非法”斗争和谈判的合法斗争
相结合的策略方法，在争取斗争胜
利的同时提高工人的觉悟和团结。
在短短的时间内，区委各方面的工
作都取得进展。

王亚璋 涂作潮 张佐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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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浦区社会福利院成立于1988
年6月22日，地处松花江路，占地面
积 17201 平方米，绿地 5000 平方米，
拥有床位1000张，工作人员204人，
主要收养社会孤老、离退休孤老和
自费寄养老人。福利院以“传播人
文关怀，共建和谐家园”为服务理
念，在对老人的生活护理、心理护
理、精神护理、康复护理工作上进行
了积极探索，都取得了一定的成绩，
得到了国内外来宾和老人家属的一
致好评。

自开办以来，福利院先后获得全
国军民共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先进

单位、全国部门造林绿化 400 佳单
位、上海市文明单位、上海市花园单
位、上海市爱国卫生标兵单位、巾帼
建功示范岗等近百项荣誉称号。

区社会福利院仅是杨浦打造“温
馨杨浦、和谐老龄”为老服务品牌的
举措之一。截至 2012 年底，杨浦老
龄化比例达到 25.9%。为建设老年
人宜居宜养社区，杨浦作了多方努力
和探索，2010 年 11 月被民政部列为
全国首批养老服务示范单位。至
2013年9月，杨浦正式运营的养老机
构有49家，核定养老床位数6567张，
占老年户籍人口的2.46%。

1920 年，上海早期共产主义者
陈独秀、陈望道、俞秀松等来沪东地
区传播马克思主义；1921 年中国共
产党成立后，经常派党团员、干部到
沪东地区筹建工会组织，创办平民
学校，宣传马列主义，开展建党建团
活动。1923 年 7 月，沪东地区有了
最早的党组织——中共虹口小组，
组长是陈其寿；1925 年 1 月，有了最
早的党支部——中共杨树浦支部，

负责人是何量澄；1925年10月，有了
最早的区（部）委——中共杨树浦部
委和中共引翔港部委，书记分别是林
仲楠和蔡之华；1949年10月1日新中
国成立后，杨浦的第一任区委书记是
陈公琪。

1923 年建立党小组时沪东地区
党员是9名，至1927年初发展到1500
人。1927年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
党组织和革命力量遭到损失，许多党

员被捕、被杀，沪东地区党员数骤减
到200多人。1928年1月起，党先后
派林育南、刘少奇、何孟雄、恽代英等
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担任中共沪
东区委书记。1945 年 8 月抗日战争
胜利前夕，沪东地区党员 270 多人；
1949年5月上海解放时，沪东地区已
建立基层党组织近百个，党员总数已
达 1700 多人。到 2012 年底，杨浦区
共有党组织2764个，党员82616人。

张浩，原名林育英。当时用名林
仲楠，他是中共杨树浦部委第一任书
记，任职时间是 1925 年 10 月至 1926
年 4 月。在他病逝出殡时，毛泽东、
周恩来、朱德、任弼时、杨尚昆、徐特
立等中央领导人亲自将他的灵柩抬
到桃花岭上，又亲自为他执绋安葬。
这是毛泽东一生中唯一一次给自己
的战友抬棺下葬，之后毛泽东还亲自
为张浩题写了“张浩同志之墓”。

张浩于1933年初赴莫斯科任中
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成员和全总驻
赤色职工国际代表，1935 年出席共
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会后受派
遣回国向中共中央传达“国际七大”
精神，1936 年开始参与中共中央政
治局工作，1937 年任中共中央军委
委员和八路军一二九师政训处主
任、政委。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增补
为中共中央委员，任中共中央职工
运动委员会书记。1940 年，他在延
安庆祝“五一”大会作报告时突发脑 溢血。1942年3月6日病逝于延安， 9日举行公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