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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生·社会

■记者 毛信慧

6月7日是2021年高考开考的日
子。这一天，91岁的老党员胡长有收
到了一份特别的礼物——“光荣在党
50年”纪念章。这让他的思绪飘回了
自己的“高考年”，那一年，他20岁。

小小年纪就失去双亲的胡长有，
由伯父伯母抚养长大。他也特别争
气，读书时品学兼优，英语演讲会话
比赛还得过一等奖。初中学期结束，
毕业成绩第一名的胡长有还获得了
奖学金。进入高中后，他积极参加学
生社团，身兼学生会宣娱部副部长、
歌剧团团长，并光荣参加青年团，成
为校学生会的骨干。

1950 年 6 月 25 日，朝鲜战争爆
发。10月19日，中国人民志愿军越
过鸭绿江入朝作战，全国上下掀起了
轰轰烈烈的抗美援朝保家卫国运
动。当时的部队，特别需要有文化的
知识青年来从事高炮、雷达、通讯发
报等技术含量高的工作，国家号召青
年学生报名参军。

当时，面临高考的胡长有毫不犹
豫地报名参了军，在陆军第一通讯学
校接受培训。组织上看中这棵好苗
子，把他调到校政治处担任见习青年
干事。1953年4月下旬，上级撤销了
陆军第一通讯学校，要求机关干部赴
朝参战。

胡长有被分配到志愿军安东防
区政治部任见习青年干事。他所在
的部队负责高炮、雷达、探照灯以及
防空监视等任务，旨在保护我军补给
线和水丰发电站等重要目标的安
全。当胡长有乘着“小嘎斯”驶过鸭
绿江大桥，心里油然升起一股“风萧
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的
悲壮。

一江之隔，两种世界。踏上朝鲜
国土，胡长有仿佛来到了人间修罗
场，满目的断壁残垣，都是被美军轰
炸机摧毁的和平家园。怒火充斥了
战士们的心头。

在一次下连队的路上，胡长有乘
坐的“小嘎斯”遭到敌机俯冲袭击。
他们刚跳下车准备隐蔽，敌机已经疯
狂地开始机枪扫射，子弹在身边溅起
阵阵烟尘，在这危急时刻，我军高射
机枪向敌机猛烈开火，迫使俯冲下来

的敌机仓惶爬高逃逸。拍拍身上的
尘土，大家开玩笑道：“要不是我军高
射机枪，我们一车人恐怕就要在这里

‘光荣’了。”
1953 年 7 月 27 日，朝鲜停战协

议在板门店签字。就在当天上午，胡
长有还亲眼目睹了 4 架敌机企图偷
袭破坏大同江桥，被他所在的高炮
523团6连和附近几个炮连，以猛烈
的炮火击退，敌机停战前夕偷袭大同
江桥的计划泡汤。

经过战争洗礼的胡长有迅速成
长为较为成熟干练有实战经验的青
年政工干部，并在朝鲜战场上荣立三
等功。

上世纪 70 年代，胡长有又去老
挝参加了援建部队的政治思想工
作。1971 年 12月，胡长有所在的空
军高炮某师，奉命出国驻防老挝，担
负防空作战任务，掩护我军援老筑
路工程部队的施工安全。老挝是个
森林之国，处处高山丛林，半年雨季
半年旱季，自然条件很差，部队战斗
很艰苦。在两年的时间里，部队同
敌机 5 次空战击落 4 架击伤 1 架，作
为政宣部门的负责人和师首长一
起下连队蹲点搞年终总结、给战士
们作形势战备讲课、办马列读书
班、组织“批林整风”教育试点、组
织慰问演出，每天都在紧张繁忙中
度过。

两次出国参与作战实地锻炼，让
胡长有的经验积累和理论知识得到
极大的提高，为以后和平年代的工作
开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
这首70年前专属于抗美援朝战争的
歌曲，91岁的胡长有记忆犹新，说起
前尘往事如数家珍。在那个炮火连
天的战场上，他亲眼见证了志愿军战
友奋勇杀敌的果敢，亲身体验了与死
神擦肩而过的惊险。接过金光闪闪
的纪念章，他无比激动地行了一个军
礼。他说，时代在变、环境在变，始终
不变的是初心、是信仰，是一生跟党
走的追求。

“光荣在党50年”纪念章里话初心——

始终不变的是一生跟党走的追求

六月的雨，梅雨的天，黄兴公园的荷花进入盛花期。绿荫小道、悠然小桥下，翠绿的荷叶丛，枝枝玉立的荷花，引人
驻足。“梅雨遇上荷花，我特地拍了一组‘雨荷’，在雨中赏荷真的是别有一番风味。”摄影爱好者老张介绍道，这次来赏
荷，虽没有遇见想拍的翠鸟，但是被荷花吸引来的小鸟、小鱼也是很可爱的。 ■记者 申佳琦 文茜婷

（上接第 1 版）不断强化以大学为引
领、大中小学相衔接的教育集团内涵
式发展，有效促进了校际间资源共
享，有力推动了区域教育的优质均衡
发展。2010年，杨浦和上海师范大学
签订了教育合作协议，十多年来在实
训基地建设、人才培养等方面成果丰
硕。杨浦滨江实验小学的揭牌成立，
是双方延续战略合作、进一步实现基
础教育与高等教育联动发展的重要
举措。期待上海师范大学充分发挥
专业品牌优势，在学校制度建设、校
园文化建设、特色课程建设、教师队
伍培养等方面实现优质资源的倍增
共享，将杨浦滨江实验小学打造成
为教育科研的前沿阵地、课堂教学
的示范平台、教师专业发展的培养
高地。杨浦将以滨江实验小学为新
的起点，进一步探索校区间、学区间
的联动互通、协作发展，进一步形成
贯通小学、初中、高中的人才培养链，

不断提升杨浦
区教育现代化

发展水平。
“人民教育家”于漪老师为学校

题写了校名，衷心祝贺学校揭牌。她
表示，杨浦滨江地区留下了上海城市
发展的历史文脉，展现了人民城市建
设的丰硕成果，必将创造更加辉煌美
好的明天，在这里筹建实验小学，培
育教育强国的“良种”，是具有战略意
义的大事。人才是国家兴旺发达的
第一原动力，人的培养要从小抓起。
希望充分发挥上海师范大学的教育
教学优势，发挥老师的智慧和才能，
按照党的教育方针，使每一个孩子在
德智体美劳各方面都受到良好的教
育，健康成长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的建设者、接班人，努力将学校办成
一所“人民满意、色彩纷呈”的家门口
的好学校。

揭牌仪式现场，上海市教育委员
会、上海师范大学、杨浦区教育局相
关负责人共同为 5 个合作项目揭

牌。据介绍，学校将以“秀立滨江，人
人出彩”为办学理念，遵循“融合·创
新·至秀”原则，把杨浦滨江的文化内
核嵌入学校校园文化品牌建设，推动
学校育人方式整体转型；把上海师范
大学的教师教育优势嵌入学校教师
队伍建设，引导教师专业发展、自主
提升；把杨浦教育的创智课堂嵌入学
校课堂文化打造，全面提升教育教学
质量。

学校将与上师大联手打造“教育
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顾绣传承基地
传习点”“综合美育实验基地学校”

“人工智能教育实验校”“基础教育
科研基地校”和“小学教育专业实习
基地”，培养“身心健康和谐、语言素
养突出、体艺融合发展、综合素养全
面”的滨江“风采”少年，将学校努力
建成“秀立理念初步彰显、实验特色
生动鲜明、教育质量绿色均衡”的示
范区域，成为区域课改实践的阵地、
优秀教师成长的高地、风采少年涵育
的园地。 ■记者 张蓓

上海师范大学附属杨浦滨江实验小学揭牌

据新华社“中国网事·感动2021”
二季度网络感动人物评选于6月18日
启动，将从来自全国各地的18位（组）
候选人中评选产生 10 位（组）季度感
动人物。

通过记者不断走访挖掘、各机构
推荐候选人事迹，我们对“感动”的含
义有了具体的、多层面的理解：“现代
农民”用互联网思维帮助贫困户脱贫
致富是感动；医师用幽默诙谐的方式

普及医学常识是感动；从世代捕鱼到
转产上岸做长江生态恢复守护人也是
感动。

在本次评选中，有 50 岁创业，72
岁仍然奋斗在一线，倾心打造助残公
益驾校，让千余名残疾人掌握人生“方
向盘”的张建明；有在延安开往成都的
动车上，为突发急病的旅客迅速展开
治疗的华西医院的医护人员；还有从

“打工妹”到“全国劳动模范”，通过社

交媒体和网民分享美景美食、民风民
俗，推介家乡风光和文化的“网红”导
游谭桂英。

随着时代进步和新兴事物的发
展，我们对感动的理解产生了变化。
感动不一定只是让我们泪流满面，它
甚至可以通过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传
达出某种精神，这种精神可以是乐观
的、积极的、奋进的、开拓创新的……
总之，是能给予我们力量的。

本次评选活动 6 月 18 日 9 时 30
分启动，7 月 1 日 11 时截止。公众可
通过新华社客户端、新华网 PC 端、
新华网客户端、新华网微信公众号、
新华善举公益微信公众号等渠道了
解活动详情并参与投票。同时公众
也可参与＃网聚感动＃和#感动推
荐官#微博话题互动，了解感动人物
故事。本次评选结果将于 7 月 2 日
公布。

“中国网事·网络感动人物评选活
动”2010年由新华社发起，新华网、新
华社“中国网事”栏目承办，已成功举
办十一届。它是国内首个以基层普通
百姓为报道和评选对象，由新华社记
者走访基层挖掘感人故事，不同机构
推荐候选人，发动网民通过新媒体方
式进行线上、线下评选并进行年度颁
奖典礼的公益品牌活动。

■刘亚丽 申钉钉

“中国网事·感动2021”二季度网络感动人物评选启动

杨浦区所有临时接种点
7月1日起暂停服务

为做好杨浦区新冠肺炎疫苗接
种工作，加快建立免疫屏障，即日起
至6月30日，杨浦区所有新冠疫苗接
种点服务时间延长至 22 时，为有需
要的居民提供服务。

为确保首针接种满 21 天以上
居民能够在疫苗保护效果最好的时
间段内接种，6月30日前，各临时接
种点优先满足第二剂接种需求。如
有首次接种疫苗需求的居民(18-59
周岁) ，各临时接种点仅提供康希

诺疫苗（一针剂），如需接种两针剂
疫苗，可通过“健康云”预约通北路
350 号接种点，根据预约时间前往
接种。

随着疫苗接种工作的深入推进，
大规模人群新冠疫苗接种将告一段
落，杨浦区拟于7月1日起暂停所有
临时接种点的新冠肺炎疫苗接种。
后续有接种需求的居民可预约前往
杨浦区集中接种点（通北路 350 号）
进行接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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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

夏衍笔下“包身工”的真实故事
“美国哲人爱玛生的朋友，达维

特·索洛曾在一本书上说过，美国铁路
每一根枕木下面，都横卧着一个爱尔
兰工人的尸首，那么我也这样联想，在
东洋厂的每一个锭子上面，都附托着
一个中国奴隶的冤魂！”

1936 年 6 月《光明》创刊号上，刊
登了夏衍的报告文学作品《包身工》。
这篇万余字的文章，向世人揭露了一
个特殊群体的悲惨境遇：在上海的纱
厂里，有一群包身工，她们被隐匿在城
市的浮华背后，被追求暴利的资本家
和黑帮势力敲骨吸髓，遭受着非人的
待遇。这一社会丑闻，让无数读者深
受震撼。而此作品的创作来源，则是
20世纪30年代的杨树浦。

近代纱厂女工的苦难生活
近代纱厂女工的工作时间，被形

容为“鸟叫做到鬼叫”：从天刚亮就进
厂，一直到天黑还未下班，一般每天工
作时间有12小时之长。

她们的工作环境温度很高，又不
能开窗透气，且机器轰鸣震耳欲聋，
空气里到处飞舞着棉絮……大多数
工 人 ，都 患 有 严 重 的 呼 吸 系 统 疾
病。在这样恶劣的工作环境中，有
的女工不慎被铜板烫伤，甚至被机
器轧伤毙命。而这些因公伤亡的女
工，最后只会被潦草“处理”，很难得
到妥善的补偿。

除此之外，女工们还面临着苛刻
的、非人道的管理，以及精神与肉体上
的折磨：各纱厂各部都有组长，其职责
就是监督工人们干活，加紧进度；门
口，还有印度巡捕警戒出入。女工们
平日里像机器一样不停地干活，一旦
有过失，就可能受到鞭打或者减薪，甚
至被罚免费做半天或者数日工。一些
品行恶劣的领班和组长，对女工更是
处处刁难侮辱。这些人也被叫做“拿
摩温”（Number One），不少女工为保
住工作，只能忍受拿摩温的压迫。

女工中，最悲惨的就是包身工。
包身制是纺织产业特有的招工方式，
最早出现在1897年英商怡和纱厂。所
谓的包身工，实际上就是包工头买来
的农村少女，而这种买卖又被叫做“摘
桑叶”。这些少女大多来自极端穷困
的江苏北部农村地区，也有一些来自
浙江绍兴地区，还有些则是包工头去
有自己社会关系的地方招工，用花言
巧语游说破产的农民，让女儿去城里
做工，好过在家里饿死。父母与包工
头签订卖身契，一般为期三年。但实
际上，这些少女的人生往往全部由包
工头掌握。

和其他女工相比，包身工完全没
有自由，夏衍把她们比作“罐装的劳动
力”。下工后，她们只能拥挤在包工头
低价租借的工房里睡觉，人均不足0.5
平方米，宛如“鸽子笼”。饮食上，她们
吃的是碎米、籼米、锅焦和豆渣熬的薄
粥，偶尔才能吃上几片盐渍的莴笋
叶。她们每天的工资都是包工头的利
润，因此没有“做”与“不做”的选择，也
没有休息、养病的权利。

夏衍：以文为矛，文艺抗战
夏衍十分注意中国社会中的女性

问题。在他的文艺创作中，女性角色
往往有着突出地位。从《赛金花》到

《中秋月》再到《上海屋檐下》《狂流》

《春蚕》等作品，夏衍始终在剖析导致
中国女性遭遇种种不公、乃至堕落失
足的社会原因。他还通过翻译德国马
克思主义者倍倍尔的《妇女与社会主
义》，撰写《秋瑾传》，传达马克思主义
妇女观。当夏衍了解了包身工的境遇
后，便希望用文艺创作，表现她们的生
活，引起社会的关注。

“一·二八”事变后，左翼文学运动
兴起。作为左翼电影人代表的夏衍与
沈西苓合作，以包身工为题材拍摄电
影。1933年，沈西苓在夏衍的帮助下
进入了明星电影公司，开始制作《女性
的呐喊》，同时这也是沈西苓的第一部
电影作品。

夏衍在与沈西苓合作《女性的呐
喊》时，已经收集了许多关于包身工的
材料。当时，他曾想到写一篇关于包
身工的小说，但后来因为忙于工作，此
事便耽搁下来了。不过，在从事电影
编剧的过程中，夏衍开始关注起报告
文学。1930年，他在《拓荒者》上发表
了《到集团艺术的路》，文中第一次明
确提出了“报告”这一新文体。1932年
1月，夏衍翻译发表了日本报告文学研
究家川口浩的《报告文学论》，“一·二
八”后，又撰写了通讯稿《两个不能遗
忘的印象》。

报告文学的特点在于内容的真
实性，即通过典型的、具有现实意义
的素材打动读者。这就要求作者必
须对文章中的人和事有透彻的、全
面的了解。1935 年，上海的中共党
组织遭到严重破坏，党组织要求夏
衍低调活动。于是夏衍利用这个时
机，以包身工为题材，创作了这篇报
告文学作品。

为了深入调查包身工的生活状
况，夏衍通过冯秀英联系到了杏弟。
杏弟是冯秀英在补习夜校的学生，也
是一名东洋纱厂的女工，夏衍称她是

《包身工》这篇文章“最努力的协力
者”。她带着夏衍潜进杨树浦的东洋
纱厂工房，这里是包身工们的“鸽子
笼”。在杏弟的周旋下，夏衍以一个女
工“爷叔”的身份两次混进工房，亲眼
观察到了包身工的日常。

当时，夏衍居住在麦特斯赫德路
（今泰兴路），而包身工每天早上5点就
要去上班，所以他必须凌晨3点起身前
往杨树浦。就这样从3月初到5月，经

过亲身调查，夏衍发觉，想了解包身工
们内心的想法，是很困难的事情——
这些少女并不轻易与外人说话，至于
厂外的工人运动，以及工人阶级逐渐
接受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和斗争意识，
她们一概不知。即便是像杏弟这样的
女工，她们也十分警觉，甚至把她当作

“包打听”。
夏衍好不容易，才找到了11位愿

意吐露身世的包身工。他在报告文学
中，用第三者的身份，客观描绘了场景
与人物细节，以包身工一天的生活为
主线，把自己的调查和见闻一一再
现。尤其是“芦柴棒”的形象，深入人
心，令读者心灵为之震颤。

在中国报告文学萌芽阶段的20世
纪30年代，夏衍的《包身工》为报告文
学这一文学形式树立了典范。这不仅
是一篇对产业工人的全面、深入的调
查材料，也是一篇感情真挚的文学佳
作，被后世赞为中国报告文学的第一
座里程碑。许多左翼文学青年在读了

《包身工》后，都更加坚定了革命道路，
明确了前进的方向。

《包身工》发表后，夏衍对这一群
体依然十分关注。他再次拜访了冯秀
英与杏弟，询问包身工的近况，也咨询
了律师关于包身制的合法性。1937年

“八·一三”以后，大批的包身工因工厂
停工无处可去，被送入租界里的难民
收容所，很多人因此得到了社会福利
组织的救助，摆脱了包工头的控制。
此外，工会和广大工人经过不懈努力
和抗争，敦促中外工厂改革用工管理
制度。到抗战胜利后，包身工制度基
本消失。

新中国成立以后，夏衍在一次采
访中谈及自己的文学创作，说：“我认
为 其 中 可 以 留 下 来 的 只 有《包 身
工》”。（李子云《在医院与夏衍聊天》，
载香港《大公报》，1954年1月14日）。
而这篇经典的报告文学，后来也被选
入中学语文课本。

虽然作品中反映的历史事件，当
代青年已难以体会，但正如同夏衍所
说，“人吃人”的社会已经一去不复返
了，工人给资本家当牛马、当虫豸的时
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可是我们得记
住，为了赶走帝国主义，推翻人吃人的
社会制度，我们的先人曾付出了无数
的生命、血汗和眼泪。

日商同兴纱厂女工在日本工头监视下被逐个抄身

日商公大纱厂的女工，每天站立12小时纺纱

日商纱厂女工夜间参加进步补习班

《光明》创刊号上刊登了夏衍的报告文学作品《包身工》 晚年夏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