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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篇｜百年 史迹革命

■本栏目由区委党史研究室供稿

中共中央电台负责人—— 毛齐华

毛齐华（1903－1997）

从青运战线到经济战线的地矿部长——孙大光

孙大光（1917-2005）

沪东工人区的小学校长
——钟民

钟民（1909-1998）

▲温家宝与孙大光合影

▲1985年4月，陈国栋与上海20世纪30年代共青团战友孙大光（前左）等聚会

毛齐华（1903－1997），原名毛品
贤，上海嘉定人。1925年2月加入中
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4月转为中
国共产党党员。

1920 年到上海学印刷。1925 年
初参与组织上海印刷工人联合会，担

任副总务长。不久被选为中华书局
印刷总厂党支部书记、总厂工会党团
书记兼工会秘书长，领导了印刷业的

“五卅”大罢工。他直接参加了党早
期地下印刷厂的创办工作，任党中央
地下印刷厂副厂长、厂长、支部书记，
中央武汉印刷厂副厂长、厂长、支部
书记，武汉印刷总工会党团书记。

1927年10月受党的派遣赴苏联
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曾任校联共支
部委员，后又参加“国际无线电训练
班”学习。1930年回国，在中央特四
科负责上海地下电台工作。

1931年秋，到华德路乾信坊（今
长阳路340弄）租房秘密从事收发报
机的制造、组装工作，并将机器秘密
运送到各革命根据地。同时，还负责
检修发生故障的电台和研究改装老
机器。

1931年冬，由于联系人的疏忽，
乾信坊工场暴露，毛齐华等立即将工
厂转移到明园跑狗场（今长阳路、许
昌路口）附近一幢弄堂房子里继续工
作。1932年一二八淞沪抗战爆发后，

毛齐华和中共中央电台转移到浙江
南路一家旅社内，1933年春，电台又
迁到华德路高朗桥附近（今长阳路、
兰州路口）继续工作。1934 年 6 月，
中共中央在上海的机关由于叛徒的
出卖遭破坏，毛齐华和电台也被迫从
高朗桥撤走，离开了沪东。

1935年9月，上海地下党组织遭
到破坏，他辗转到达瓦窑堡，任中央
白区工作部秘书。1937年任全国总
工会西北执行局委员长，中共陕甘宁
边区委常委。

抗战时期，曾任晋东南职工委书
记，中共太行区委兼太行军区秘书
长，中共太行区委敌工部部长。

解放战争时期，曾任上海工人运
动委员会负责人。上海解放后，任上
海总工会筹备委员会秘书长、总工会
秘书长。

新中国成立后，曾任政务院劳动
部副部长、党组副书记，浙江省政协副
主席。“文化大革命”中受冲击。1977
年后，历任浙江省政协副主席、主席。

1997年3月1日在杭州逝世。

林一心（1912—2010），福建省永
春县人；曾用名林多王、林有文、林兼
三、林志周。

1929 年春加入中国共产党领导
的外围组织反帝大同盟，参加反帝反
封建反军阀的秘密宣传活动。1930

年夏到达闽西革命根据地。后到上
海赤色互济会工作，参加营救被捕同
志，同年 10 月调到党的秘密印刷厂
工作。 193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1933年夏，林一心和中共中央秘
密印刷厂由浦西小沙度迁至沪东大
连湾路（今大连路）大连坊26号 ，不
久又迁至保定路。1934年春，有工作
人员被铺，印刷厂被迫关闭。稍后，
党组织先后在扬州路三民坊（今爱民
坊）和汇山路（今霍山路）289 弄 43、
45 号新建了秘密印刷厂。1935 年 2
月，汇山路印刷厂再次遭到敌人搜
查，林一心和同事被迫撤离，来到陶
行知领导的上海大场山海公学团做
群众工作，后担任反帝大同盟上海大
场区负责人，踏上了新的战斗征程。

抗战爆发后，林一心历任中共浙
江省金衢特别区委员会书记。 1939
年 7 月在中共浙江省第一次党员代
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共七大代表。

1941 年 1 月进中共中央党校学
习，参加整风运动。 1945年4月至6月

作为华中代表团成员出席中共七大。
抗战胜利后，历任东北人民自治

军（民主联军）北安（龙江）军区政治
部主任、中共嫩江省黑河中心县工作
委员会书记、北安（龙江）军区黑河军
分区政治委员、中共西满分局第五地
委书记兼西满军区第五军分区政治委
员、中共黑河地委书记、黑河军分区政
治委员。后南下，回到福建工作。

新中国成立后，历任中共厦门市
委书记、福建省委组织部部长、中共
福建省委监委副书记、福建省人民检
察院检察长、福建省委常委、副书记、
书记处书记、福建省政协副主席、中
共福建省委监委书记、国家华侨事务
委员会党组副书记兼政治部主任，华
侨事务委员会副主任。

“文化大革命”中受冲击，后任中
共福建省委书记（当时设有第一书
记）、省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福建
省政协副主席、国务院侨务办公室副
主任、党组副书记等职。

2010年3月6日在北京逝世。

陈国栋（1911-2005），1911年11
月出生于江西南昌。原名吴永和，曾
用名陈慎之，祖籍江西省婺源县。
1931年参加革命工作，1932年3月加
入中国共产党。1929年在上海交通
部无线电专科学校学习，曾任上海左
翼社会科学联合会支会书记，共青团
上海国际电讯局特别支部书记，共青
团法南区委宣传部长。

1934 年 3 月任共青团沪东区委
组织部部长，同年5至9月任共青团
沪东区委书记。后任共青团江苏省
委巡视员，1935 年初起任共青团江
苏省委组织部长。团省委被破坏后，
1936年春组建共青团临时江苏省委

时任团省委书记。同年与市工联的
日本纱厂工作委员会和国难教育社
党组织等一起领导了全市日商纱厂
工人反日大罢工并取得重大胜利。

抗战爆发后，曾任上海文委组织
的战地服务团团员、队长，安徽省动
员委员会干事，皖东北区泗县县长，
苏中区贸易局局长，两淮盐务局局
长。解放战争期间，曾任苏中区党委
财委副书记、苏皖边区政府财政厅副
厅长，苏北行政办事处主任，华中行
政办事处副主任，华中工委财委副书
记，华中支前司令部副司令员，苏南
行署副主任。1949年任华东军政委
员会财政部部长，华东财委副主任。

新中国成立以后，曾任中央人民
政府财政部副部长兼交通银行董事
长，中央人民政府粮食部副部长、代
部长、党组书记。1975年2月后历任
全国供销合作总社主任、党组书记，
国务院财贸小组副组长、组长，国家
农业委员会副主任，粮食部部长、党
组书记。1979年12月至1980年4月，
任中共上海市委第二书记。1980年4
月至1985年6月，任中共上海市委第
一书记。1985年6月至1992年12月，
任中共上海市顾问委员会主任。

陈国栋是中共第十一届、十二届
中央委员，在党的十二届五中全会上
增选为中顾委委员，在党的十三大上
再次当选为中顾委委员。

2005年6月7日在上海逝世。

孙大光（1917-2005），1917 年 1
月 7 日出生于安徽省寿县一个贫苦
农民家庭。1933年在上海长城书店
学徒期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
1934 年 17 岁时，调入共青团江苏省
委发行部担任专职发行干事，并加入
中国共产党。此后，历任共青团上海
市沪东区委组织部部长兼宣传部部
长、闸北区委组织部部长、共青团江
苏省委巡视员、临时省委宣传部部
长，参加了“一二·九”抗日救亡运

动。1936年，任上海学生南下抗日义
勇军政委，南下参加两广抗日运动。

1933年2月至1936年1月，孙大
光曾是由革命者办的浦阳小学（校址
先后在今江浦路831弄16号和969弄
的9号、11号）的骨干教师。

七七事变后，前往广州开展抗日
统一战线工作。抗日战争时期，先后
在广州、重庆、贵阳等地从事党的秘
密工作。1945年日本投降后，他在组
织安排下，曾任国统区长春市社会
局局长、教育局局长。以国民党长
春接收大员身份继续从事党的秘密
工作，直至东北解放。1948年，参加
内蒙古土改工作，任区党委政策研
究室主任。

新中国建立之初，孙大光历任东
北交通部办公室主任、东北人民政府
办公厅交通处处长兼东北航务总局
局长和大连海运学院院长、东北交通
部秘书长、交通部北洋区海运管理局
局长。1952年调入国家交通部，历任
交通部计划司司长、部长助理、副部
长、党组副书记、常务副部长。1964
年任交通部部长、党组书记。

“文化大革命”期间，孙大光受到

迫害。 1975 年恢复工作后，任国家
地质总局局长、党组书记。1979年9
月任地质部部长、党组书记。1982
年 5 月，任地质矿产部部长、党组书
记。1985 年，任中共中央顾问委员
会委员。

2005年1月13日在北京逝世。
钟民（1909-1998），江西广昌人。
1935 年秋季，钟民在山海工学

团下属的沪北工人区小学当教师时，
参加中国青年反帝大同盟（简称中
青）。一个月后，中青决定派钟民等
到沪东工人区开辟工作基地，钟民和
戴季康一起到腾越路沈家滩开办识
字学校。1936年学校扩建后改名余
日章小学，钟民任校长。9 月，钟民
加入中国共产党。

从沈家滩识字学校到余日章小
学都是党团进步组织的秘密据点。
设在沪东区的党中央秘密印刷厂被
破坏后，那里的党员毛远跃、何实嗣
等也先后转移来校教书或养病。

1936 年 11 月，沪东区日商纱厂
工人大罢工时，全校教工积极行动投

入斗争。1936 年下半年，钟民根据
国难教育社党组织的决定出面做教
师的统战工作和群众工作，在联络感
情基础上成立沪东教师联谊会，任理
事长。

“八一三”后，1937年冬，在江苏
省委领导下成立中共上海地下党小
教支部，钟民为支部书记。1938 年
10 月，钟民任小教同人进修会党团
书记，继续领导公开的教师抗日救亡
活动和上层统战工作。1939 年秋，
根据江苏省委的决定离开上海调往
苏北工作。

1940年后钟民先后任江北特委
委员，中共如皋、南通中心县委书记，
苏中区第四地委副书记兼组织部长，
新四军苏中四分区政治部副主任，中
共苏中区委民运部长，苏中解放区总
工会主任，华中解放区中共一地委书
记，华中军区一分区政委。1949 年
后任中共苏南区党委常委，中共江苏
省无锡市委书记。

新中国成立后，曾任中共上海市
委常委、上海市总工会副主席、主席，
党组书记。1961 年 1 月后任中共福
建省委书记处书记，福建省副省长，
中共中央工交政治部副主任。1979
年 4 月后，历任中共上海市委常委、
书记，上海市革委会副主任，上海市
第七届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中共上海
市顾问委员会主任等职。

1998年3月31日在上海逝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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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事·三区

同济讲座教授折桂千人计划创业赛
“医学纳米材料及组织再生修复”系列产品将应用于临床

完善制度推动社区同建共治

复旦“梦想墙”展现中国梦

19名残疾学员获赠公益电脑
上海开放大学杨浦分校组织研讨残疾人教育

大桥：非遗项目入驻校园网站

介入治疗治愈患者15年病痛

■记者 陆岑

本报讯 如同大学选修课一般，
辽阳中学预备班、初一的学生可以
自由选择，在每周二下午听“京剧脸
谱制作”课，这一课程自2012年至今
已开班 50 余次，成为该校教学特色
之一。记者近日获悉，非遗项目“京
剧脸谱制作”已“入驻”辽阳中学校
园网站。

两年来，通过“非物质文化遗产
——京剧脸谱制作工艺进校园”活
动，“京剧脸谱”传承人李嘉华和大桥
街道辖区内中小学签约，使非遗文化
走进区域内中小学课堂，至今已在建
设小学、新大桥中学、辽阳中学等 5
所学校开课。

关羽的红脸代表忠义耿直；大将

典韦是黄脸，象征凶狠残暴；包拯的
黑脸代表公正……课堂上，李嘉华介
绍了脸谱的历史沿革和艺术特点，并
以历史人物为范例，让孩子们了解脸
谱颜色与人物性格特点的关系。

经过一年的合作，辽阳中学的学
生们在活动中积累了不少心得，更在
老师的指导下完成了诸多脸谱作
品。为了让更多人关注“京剧脸谱
画”这一非物质文化遗产，本学期，辽
阳中学校园网站上特辟“戏曲脸谱”
艺术专栏，展示课程成果。

据校方介绍，“京剧脸谱”社团
活动既可传承非遗，又可培养学生的
观察能力、模仿能力，培养做事认真、
仔细、耐心的良好习惯，让大家在实
践中感受绘制脸谱的乐趣和成功的
喜悦。

本报讯 近似天然椎间盘的人造
仿生椎间盘、与人体动脉力学性能高
度近似的人造血管、软骨缺损修复及
再生产品、具有抑菌效果的各类医用
导管……同济大学特聘讲座教授文
学军博士的“系列医学纳米材料及组
织再生修复产品”项目，在日前落幕
的首届“千人计划”创业大赛决赛中
荣获一等奖，获得 30 万元创业奖励
及1000万元创业投资。

“千人计划”创业大赛是由“千人
计划”创投中心和“千人计划”专家联
谊会共同举办的面向海外高层次人
才的创业比赛，旨在吸引海外高层次
人才回国创业。

大赛自去年 4 月启动，经过初
赛、复赛和决赛激烈角逐，由来自投
资界和专业领域近70位专家评委严
格筛选，最终文学军的“系列医学纳
米材料及组织再生修复产品”从近
400个参赛项目中胜出。

“随着社会老龄化的加剧，针对
老年人相关医学产品的需求将不断
上升。而在这些老年人疾病中，发病
率最高的就是心脑血管疾病、老年性
骨折、动脉血管硬化等各类疾病。”文
教授说，“我们团队研发的塑化蛋白
纳米涂层医用导管、高仿真三维打印
椎间盘、高仿真人造血管、软骨缺损
修复、中枢神经修复再生等一系列技
术产品，可广泛应用于‘抑菌’、‘人造
椎间盘’、‘人造血管移植’、‘软骨再
生’、‘中枢神经损伤’等多个领域，多
项技术和产品达到世界领先水平。

据介绍，近 5 年来，文学军领衔
的研发团队开发了数十项新技术和
专利，其中多项科研成果处于世界领
先水平。其中，“高仿真三维打印椎
间盘”，曾在2011 年 3 月美国麻省理
工学院的 Technology Review 述评
中，被认为是目前世界上和天然椎间
盘最为近似的人造仿生椎间盘；针对

“中枢神经损伤修复、再生技术”这一
被视为当前国际上神经再生领域的
重大医学难题，研究团队基于大鼠动
物模型实验，分别成功实现了脑损伤
动物模型知觉、急性脊髓损伤动物模
型瘫痪后肢运动能力的恢复，该技术
2009年一经问世，即受到了国际学界
和主流媒体的热切关注。

文学军表示，在创业资金支持
下，研究团队希望将所开发的系列医
用技术产品，尽快应用于临床，让更
多的患者早日受益，由此也提升我国
高端医疗器械耗材领域的水平。

据了解，文学军是生物医学工
程领域的资深科学家，现任同济大学
医学院生物医学工程与纳米科学研
究院的特聘教授。2012年因其在生
物医学工程领域的杰出工作和突出
贡献，当选世界上该领域声誉最高的
学术组织美国医学与生物工程院的
院士。 ■童吉

本报讯“我希望未来的中国，是
幸福感最强大的国家。每个人都乐
于助人，每个人都有一份稳定的工
作，每个人都可以看病，即使是很贫
困的家庭。我希望未来的中国，每个
人都很开心，没有那么多抱怨，有的
只是太多的感恩和欣慰。”一位复旦
学子在梦想墙上这样阐释自己的中
国梦。

在这道位于复旦大学光华大道
尽头的梦想墙上，来自全校各个院系
的62位学子的“中国梦”显得真诚而
实在。一些学子从自身出发，畅谈梦
想，如“仰望星空，学会做人，学会思
考，学会知识和技能，做一个关心世
界和国家命运的人”；一些学子怀抱

强国梦，关心社会各个方面的发展，
如“我梦想在不久的将来，中国会由

‘科研大国’转变成‘科研强国’，诺奖
得主中不只有中国的文学家，更有来
自复旦的化学家、物理学家和生物学
家”。另外，一些学子结合自身专业，
希望将来能够成为优秀的医生、律师
等，更好地服务社会。

据悉，梦想墙项目是复旦大学学
生工作部日前主办的“我的中国梦
——复旦学子梦想展示活动”的一部
分。在“我的中国梦”的征集活动中，
复旦大学30个院系，共选送了600多
条“梦想微信”，其中 62 个在同学们
之中产生共鸣的“中国梦”最终“上
墙”，展示在梦想墙上。

“梦想墙”吸引了众多学子驻足
观看。国关学院的小宋认为，这个活
动能够使人产生认同感。新闻学院
的小陈则表示，“它营造了一个追梦
的图景，使我们能更深入地了解大学
生的中国梦，不是空话大话，而是更
具体的内容。通过观看这些能够对
个人、对社会和对国家有一些反思和
对照，从而作用于自己的行为。”

据复旦大学学工部介绍，“我的
中国梦”主题党员教育系列活动、“我
的中国梦”主题班会等也已在校内各
院系陆续展开。此外，各院系将由学
雷锋党支部带头，开展学生党员梦想
践行活动，实现活动的常态化。

■陈无梦 刘畅

■实习生 郑潇萌

本报讯 4月3日，殷行街道召开
第三届社区代表会议第二次会议。

记者从会上获悉，本次殷行街道
社区代表大会着重对原设社区安全
管理委员会、城区管理委员会、社会
保障委员会、社会发展委员会4个专
委会，以及专委会主任由街道办事处

副主任担任等情况进行调整。在社
区代表中增加了社区单位、社会组
织、外区共建单位人员的数量；设立
实事项目提案委员会、工作评估委员
会、文化发展委员会、物业管理委员
会、助老服务委员会等 5 个专委会，
并由企业负责人、社会组织董事长、
人大代表等担任；由专委会成员组成
工作班子，以项目化运作推动各专项

工作，完善了社区委员会运作的社区
代表接待制、书面意见处理制等。

与会代表表示，殷行街道在社代
会制度完善上的这些举措，旨在赋予
社区代表大会和各专委会新的活力，
推动社区共治平台的建设，在打造

“多姿多彩，其乐融融”美丽殷行的过
程中让居民享受到更多社区同建共
治的成果。

■记者 刘竹一

本报讯 4 月 3 日下午，“为了一
切学习者、一切为了学习者——残
疾人学员公益电脑发放仪式暨残疾
人教育培训研讨会”在上海开放大学
杨浦分校举行。当天，杨浦分校社区
管理与服务专业（残疾人班）的19名
学员，获得了一台属于自己的家庭
电脑。

对于远程开放教育来说，电脑是
必不可少的工具，虽然现在许多普通
家庭中电脑已不是“稀罕物”，但一些
残疾人学员家庭条件并不理想，拥有
电脑这一简单愿望却成了奢望。为
了帮助这些学员顺利完成学业，上海
开放大学杨浦分校进行了前期摸底，
确认了家中未能购置电脑的学员名
单后，积极和上海开放大学残疾人教
育学院联系、沟通，调拨了19台公益
电脑发放给这些学员，圆了他们的电
脑梦。

“中国有8000多万残疾人，残疾
人对高等教育的需求日益增长。同
时随着社会进步，残疾人就业和发展
空间也在不断拓展，对残疾人教育提
出了更高的要求。基于这样的认识，
学校做出了一系列努力。”上海开放
大学杨浦分校相关负责人说。

鉴于学校在硬件设施建设方面
的不足，学校根据残疾人学员的实际
情况，特地将校内条件较好的一间底

楼教室辟为残疾人班专用教室，并在
大楼门口、厕所等地修建坡道、加装
扶手等，完善无障碍设施，便于残疾
人学员的进出，确保了残疾人班教学
的正常进行。

2011 年春、秋二季各招了 1 个
班，残疾人学员共52人，学员的残疾
程度、文化基础参差不齐，如何对这
些学员开展教学，使他们学有所获、
学有所成是一道难题。为此，校方挑
选业务能力强、有高度责任心的教师
担任残疾人班的任课教师，在开展教
学过程中经常听取学员意见，随时根
据学员要求进行调整。更重要的是，
学校积极创设条件，举办“电大达人
秀”、“激情飞扬展风采”主题学习交
流等活动，培养残疾人学员自强不息
的品质和健全的人格，践行“为了一
切学习者、一切为了学习者”的办学
宗旨。“老师们的真情付出，大家将用
优异的成绩来回报，运用好所学的专
业知识和素养当好社区助残员。”在
仪式上，受助学员代表和家属纷纷表
达了感激之情，并表示要努力学习，
克服工作、生活、学习上的种种困难，
以实际行动和优异成绩报答社会各
界的关心厚爱。

仪式结束后，各街（镇）相关负责
人参加了残疾人教育培训研讨会，共
同探讨在社区深入开展残疾人教育
培训的内容、方法、措施和途径，共同
为残疾人教育的发展出谋献策。

■记者 毛信慧

本报讯 日前，折磨了张老伯近
15 年的三叉神经痛终于消失了，年
届八十的他高高兴兴地办理了出院
手续。这是市东医院在先进影像技
术的引导下，对患者进行的一次介入
微创治疗。

市东医院介入科主任周沛林介
绍，三叉神经痛患者在发病后常常在
说话、洗脸、吃饭甚至是微风拂面后
都会感到闪电般的阵痛。服用止痛
药过量时，还会出现头晕、行走不稳、
摔跤等现象。“该患者入院时，我们发
现他身上已有一处肋骨骨折。”

15 年前，张老伯出现一侧面颊
发作性疼痛，严重时不敢进食及说
话，使他的日常生活受到极大的影
响。之后的十几年时间里，张老伯和
大多数患者一样，采用药物治疗法，
每日服用卡马西平。但长期服药让

张老伯对药物的依赖性越来越大，最
近几年已逐渐超出了用药的最大剂
量范围。

“这次我们对这位患者采用了介
入微创射频热凝术治疗，在影像设备
的引导下，通过一根0.7毫米粗细的
针，对患者的三叉神经半月神经节进
行定位、穿刺、加温热凝，仅用 15 分
钟就一劳永逸地去除了他的痛感，但
触感得到保留。”周沛林说。

据悉，介入治疗是介于外科、内科
治疗之间的一种新兴治疗法，包括血
管内介入和非血管介入治疗。经过
多年发展，现已和外科、内科并称为
三大支柱性学科。简单而言，就是在
不开刀暴露病灶的情况下，在血管、
皮肤上作直径几毫米的微小通道，或
经人体原有的管道，在影像设备（血
管造影机、透视机、CT、MR、B超）的
引导下对病灶局部进行治疗，从而使
创伤达到最小的一种治疗方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