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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篇｜百年 史迹命
夏衍实地调查杨树浦日商纱厂写出《包身工》

青年夏衍

▲夏衍名著《包身工》
▲1990年6月，福宁路99号原包

身工工房旧址。

沪东成立上海劳动妇女战地服务团支援前线抗战

▲1937年10月4日，在八仙桥上海青年会门口上海劳动妇女战地服务团的合影

▲1937年10月，上海劳动妇女战地服务团赴前线时合影

▲上海劳动妇女战地服务团团员在战场救护伤员

▲由沪东等女工夜校师生组成的上海劳动妇女战地服务团于1937年10月
5日出征

20世纪30年代，福临路（今福宁
路）99弄内是当时东洋纱厂包身工的
居住地。此工房始建于 1930 年，工
房四周砌有红砖高墙，南面装有大铁
门，有专人看门。工房共有16幢，分
成 2 排计 160 个房间，日商以每间每
月 5 元租给包工头。每间住十几个
人，睡地铺，二人使用一个铺，日班、

夜班轮流睡，最多时工房住着 2000
余人。正如《包身工》一文中描写的：
旧历四月中旬，清晨四点一刻，天还
没亮，睡在拥挤的工房里的人们已被
人吆喝着起身了。一个身着拷绸衫
裤的男子大声呼喊“拆铺啦！起来！
猪猡！”。七尺阔、十二尺深的工房地
上，横七竖八地躺满了十六七个被骂
作“猪猡”的人。包身工被50名带工
包身工老板看管着，每天上班由包工
头押带进厂，下班再押回，她们不能
写信，不能回家，俗称“包饭女工”，实
际是“罐装了的劳动力”。

由于包身工工作繁重，饮食差，
睡眠不足，因此个个面黄肌瘦、体质
虚弱，有病得不到医治。如老怡和纱
厂包身工宋三妹，十几岁进厂做工，
劳累成病，不久得了支气管炎，由于
长期得不到医治和休息，病情恶化，
不到 3 年就被活活折磨死去。包身
女工还要常常受到包工头的肉体凌
辱，大多敢怒不敢言，只能忍气吞声；
一些不肯屈从、敢于反抗的则惨遭报
复。由于过着非人的生活，有的包身
工想逃脱出去，结果被抓回吊在屋梁
上，用皮鞭抽打，遭受折磨，遍体鳞
伤。包工头还让其他包身工到现场

看“直播”，以杀一儆百。
“若说苦，杨树浦”，是包身工苦

难生活的真实写照。
1935 年 3 月到 5 月，时任中共上

海文委成员的夏衍（1900-1990）专程
到杨树浦地区来搜集包身工的材
料。他通过一个在日商纱厂当职员
的中学同学的关系，多次深入福临路
99弄东洋纱厂工房实地考察、体验生
活，与女工零距离接触、促膝交谈。
夏衍详细了解、观察包身工的生活场
景和工作状况，真实地掌握了大量包
身工的第一手资料，终于写出了一部
震撼人心的报告文学《包身工》，并于
1936年6月10日在“左联”创办的《光
明》杂志创刊号上发表。之后，电影编
导沈西苓要写一个以上海女工为题材
的电影剧本，夏衍就把《包身工》的材
料给了他，电影剧本写成后，又由明
星公司摄制成电影《女性的呐喊》。

《包身工》再现了半殖民地半封
建社会下包身工制度对工人的迫害，
有力地揭发和抨击了帝国主义对女
工的残暴掠夺，它对于动员人民起来
反抗日本帝国主义起了一定的作
用。同时，在党史和中国现代文学史
上也留下了宝贵的资料和遗产。

在抗日救亡运动高潮中，上海职
工组织了各类战地服务团、远征团，
随军队到外地进行战地工作。其中，
上海劳动妇女战地服务团是一支活
动时间较长、跑的地方最多、影响较
大的战地服务团。当时的上海，是汇
集百万抗日大军的著名东战场，其中
有来自广东、湖南、四川、云南等地的
军队，由于语言习惯各不相同，难以
和上海军民进行有效沟通，以致发生
不少误会。有时军队进驻了，老百姓
却跑了，公务人员躲起来了。军队在
前线得不到老百姓的支持，对作战很
不利。在这种情况下，战地服务团应
运而生。

1937年9月，全国抗敌慰劳总会
上海分会何香凝派秘书胡兰畦女士
与上海女青年会原沪东女工夜校取
得联系，发起组织上海劳动妇女战地

服务团，奔赴前线慰问抗日将士。共
青团江苏临时省委决定，由团省委组
织部长胡瑞英负责，选派思想进步、
抗日意志坚强的女工参加战地服务
团。该团刚组建时有10名成员，9名
是纺织女工，共产党员 1 人，共青团
员7人，平均年龄不足19岁，由胡兰
畦担任团长。地下党组织派沪东同
兴纱厂女工、共产党员任秀棠负责战
地服务团党的工作。9名纺织女工中
大部分出自杨树浦周围纱厂。

10月5日，由沪东等女工夜校师
生组成的上海劳动妇女战地服务团
10名团员，身着军服，辞别父母，背起
行装，奔赴炮火连天的淞沪前线，在
驻守嘉定县的国民党18军罗卓英部
做民运工作。当天，上海各进步妇女
团体的领袖史良、沈兹九、罗叔章等
前来为服务团壮行。

战地需要做的工作太多，团长胡
兰畦又通过女青年会组织了第二批8
名女工参加战地服务团。11月初，淞
沪战线国民党军队全线撤退，上海地
下党通知任秀棠，要服务团随罗卓英
部撤退。中途经过太仓、宜兴、溧阳、
高淳、芜湖、安庆、九江、南昌等地，
1938年3月，服务团在武汉又招收组
织了第三批团员，队伍扩大到35人。

上海劳动妇女战地服务团在抗
日前线工作历时 3 年，足迹遍及沪、
浙、苏、皖、赣、鄂、湘、豫8个省市，行
程二万里。她们通过自身的工作，不
仅直接鼓舞了成千上万的前线将士英
勇抗战的斗志，同时也激励了千千万
万的中国妇女积极投身于抗战事业，
所到之处都受到热烈欢迎。战地服
务团成员在随军转战中得到了锻炼，
学到了本领，成长为坚强的革命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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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起稳定的长江口淞江鲈人工种群

5月17日，“唱响嘹亮国歌，传承红色记忆”5·18国际博物馆日宣传活动在国歌展示馆举行。该活动结合纪念人
民艺术家田汉诞辰115周年系列活动，昆明学校学生表演了校园剧《卢沟桥》，不但体现了青少年对田汉戏剧作品的
认识和了解，同时也向市民展现了承托在博物馆内的深刻记忆。 ■记者 张维维 摄

复旦科研团队完成长江口淞江鲈原种扩繁任务

让“正能量”开出最美的花

五角场街道：心理咨询师支持，禁毒矫正社工参与

启航导师助力特殊对象就业

露天KTV违规扰民得解决

“学分银行”江浦路站揭牌

五角场镇“道德讲堂”社区巡讲——

本报讯 经过三年的紧张工作和
不懈努力，由复旦大学王金秋博士
领衔的淞江鲈项目组圆满完成了长
江口淞江鲈原种扩繁任务，这标志
着淞江鲈F2代人工种群的建群工作
已告成功。截至今年5月，共繁殖长
江口淞江鲈 F2 代水花鱼苗 60 余万
尾，2cm左右的淡化鱼种20余万尾，
在自行设计建造的模拟自然生境淞
江鲈繁养系统中和鱼苗培育池中，
建立起了稳定的长江口淞江鲈人工
种群，为淞江鲈这一长江口珍稀物
种未来的科学研究、资源保护和开
发利用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自开始准备和承担农业部公益
性行业（农业）科研专项经费项目

“长江口重要渔业资源养护与利用
关键技术集成与示范”子课题“淞江
鲈种群重建与商品化养殖”工作以
来，复旦大学淞江鲈项目组就把对
淞江鲈的研究工作目标转向了长江
口种群。

2011年5月，项目组启动了长江
口淞江鲈原种的采种工作，并在国
家海洋局东海环境监测中心的大力
协助下，采得了几十尾小鱼苗。得
到这些小鱼苗的科技人员如获珍
宝，便携手正在承担和实施上海市
农委科技兴农重点攻关项目“松江
鲈鱼规模化繁养技术的研发”的单
位上海四鳃鲈水产科技发展有限公
司协同作战，在其所属上海松江区
的两个产业化基地，即松江鲈园内
的原良种基地和四鳃鲈园内的成鱼
养殖基地，紧锣密鼓地进行该原种
的驯化与养殖、亲鱼的遴选与培育、
苗种的繁殖与生产等一系列种群扩

繁工作。为了让长江口淞江鲈种群
在上海安家落户，项目组团队再度
关起门来，悉心工作，经过 700 多个
日日夜夜的辛劳，终于圆满完成了
任务。

自2003年淞江鲈在上海繁殖成
功以来，复旦大学淞江鲈项目组马
不停蹄，先后在上海的崇明长兴岛
上、青浦淀山湖畔和松江黄浦江边
进行产业化生产的技术攻关和示
范，取得了具有历史意义的突破性
成果。2010 年，专利成果通过合作
单位上海四鳃鲈水产科技发展有限
公司实施，完成了野生亲本至 F2 代
的养成任务，得到了国家农业部及
各级主管部门的认可，取得了国内
首张经营利用许可证，将淞江鲈商
品鱼推向市场，建立起了一条完整
的产业链。

如今，长江口淞江鲈原种在他
们的手下实现了生物量的快速积
聚，正宗的上海淞江鲈回归上海，并
安家落户，在中国境内分布的为数
不多的几个淞江鲈地方种群在上海
聚齐，将建成中国最大的淞江鲈原
种保藏、良种开发基地，搭建完善的
科学研究平台，为围绕淞江鲈的科
学研究、科学普及、文化传承、资源
保护、生态修复、开发利用等各项工
作做好服务。

据介绍，长江口是中国乃至亚
洲最大、世界第三大河流入海口，
在这个典型的河口生态系统中，多
样化的生境，孕育了丰富的生物资
源，不乏繁多的名贵珍稀物种，淞
江鲈就是其中一个具有代表性的
物种。 ■傅丹

■记者 周琳

本报讯 失业人员再就业存在哪
些难题？就业援助工作如何更有效
地开展？特殊对象就业最需要哪些
帮助？ 5 月 17 日，来自各行各业的
14名“扬帆启航导师”齐聚五角场街
道社区事务受理中心，就如何创新开
展新一年度扶持失业青年就业工作
出谋划策。

去年，五角场街道邀请了社会多
方面的专业人士成立“扬帆启航导
师”分团，对75名重点就业困难青年
进行结对帮困扶持。在扶持过程中，
街道先后开展了“社区专场招聘会”、

“专场职业指导讲座”、“职业心理测
试”等活动，并在青少年社工站设立

“扬帆职业指导服务点”，送服务到帮
困对象家门口，全力扶持失业青年就
业。截至当年年底，街道组织就业援
助员累计开展上门服务175人次、职
业指导159人次、岗位推荐198人次，
75名重点锁定的启航青年中，完成首
次就业的有37名，就业率达49.33%。

针对调查中发现的部分青年存

在害怕面试等心理障碍的实际，五角
场街道充分运用辖区优质资源，特邀
第二军医大学心理咨询师团队加盟

“扬帆启航导师”团，对失业青年自信
心不足、择业观受父母影响等共性或
个性心理问题，进行团体咨询或“一
对一”个案辅导。在心理咨询师的悉
心帮助下，一名家境优越的青年克服
依赖父母心理，走上工作岗位自食其
力；在生动活泼的团体咨询游戏中，
更多失业青年克服了羞涩、胆怯心
理，重新找回自信，如愿以偿找到理
想的工作。

今年4月中旬，五角场街道劳动
管理科接到上级部门关于扶持失业
青年就业“启航计划”的工作任务后,
通过各居委会就业援助员，对重点跟
踪人员基本信息、就业需求等情况进
行摸底调查后发现，除“出国”、“入
学”、“长期生病”、“人户分离”等因素
影响就业外，还出现了“拒绝推荐就
业”、“戒毒”等特殊情况。劳动管理
科相关负责人介绍说，针对“拒绝推
荐就业”人员，请二军大心理咨询专
业“扬帆启航导师”重点辅导；对于新

出现的“戒毒”人员，则在“启航导师”
团队中新增了禁毒社工和矫正社工，
为这些特殊人员提供专业化特色服
务，将给予戒毒对象和刑释解教对象
特别的融入社会指导，为“挽救一个
人、改变一个家庭”创造条件。

是什么原因导致失业青年久久
徘徊在“就业迷茫期”？记者在采访
中了解到，求职目标不清、眼高手低、
技能不足等原因，是影响失业青年就
业的“拦路虎”。五角场街道劳动管
理科工作人员表示，针对这些实际情
况，街道今年将通过“岗位推荐与企
业推介”、“职业指导与心理辅导、”

“培训见习与就业一体化”、“创业与
就业”的“四结合模式”，按“先易后
难”的思路，分批解决重点跟踪失业
人员的就业问题。服务内容包括在
就业观念、求职技巧、职业发展等方
面为服务对象答疑解惑，对长期职业
指导效果不明显的人员开展心理辅
导，组织专场招聘会拓展工作岗位，
及鼓励有较高求职愿望的人尝试创
业等，加快推进街道的“启航”工作再
上新台阶。

■实习生 郑潇萌

本报讯 一台电视机连接两个大
型音响，外加几个麦克风就能组合
出一套简单的卡拉OK设备。近日，
随着气温逐渐上升，外出纳凉的居
民日渐增多，每到傍晚6点，中原路
休闲广场上便出现了这样一个大型
露天 KTV。5 元唱 3 首歌的低廉收
费，更是吸引了众多社区居民到此
一展歌喉，尽管音响设备简陋，但生
意很红火，聚集的人群经常到凌晨
才会散去。

“歌友”们有了休闲纳凉的福
地，而附近居民却被“夜夜笙歌”吵
得不得安宁。饱受噪音之苦的居民
将这一情况反映到殷行街道寻求帮
助。街道市政科接到消息后立即与
露天 KTV 经营者进行沟通，但其拒
绝整改。街道市政科便召集城区综
合管理“大联动”成员单位共同商讨
处置办法。考虑到部分居民晚间纳
凉的需求，街道决定不将露天 KTV
完全取缔，而是由公安、城管等部门
出面，再次约谈露天KTV经营者，希
望其在晚间经营时调低音量、缩短
营业时间，以免影响到附近居民休

息。殷行派出所在约谈的当晚就安
排民警到现场进行音量监控督查，
却遭到前来唱歌的居民围观、起哄、
甚至辱骂。KTV经营者尽管当场表
现得较为配合，但当民警离开后，又
将音量调高。

经过多次约谈规劝，经营者仍
旧拒不整改，屡次经营到深夜。眼
看着气温日渐上升，露天 KTV 附近
围聚的居民大幅增多，殷行街道市
政科决定从根源上解决该起扰民事
件，避免矛盾继续激化。

由街道市政科牵头组织民警、
城管队员等，在露天 KTV 准备营业
时即直接查封违规音响。同时，街
道工作人员还向前来唱歌、围观的
群众发放《上海市社会生活噪声污
染防治办法》等有关露天 KTV 违规
扰民的教育宣传资料。

经过数次的查处和约谈教育，
KTV经营者终于意识到问题的严重
性，购置了符合标准的音响设备，并
严格按照规定的经营时间营业。前
来唱歌、纳凉的居民也对此表示理
解，自觉约束行为，尽量避免影响附
近居民休息。至此，露天 KTV 噪音
扰民事件终获妥善解决。

■记者 陈玲

本报讯 继新江湾城、殷行、四平
等上海市终身教育学分银行分站点
相继成立后，5月15日，上海市终身
教育学分银行江浦路站揭牌。

一个终身学习“账户”，记录学习
经历和课程学分，“零存整取”，还能
获得一定的“利息”。江浦路街道新
一届的居委会干部成为上海市终身
教育学分银行江浦路站的首批“开户

者”，今年街道组织的居委会干部培
训，其学习成果将被纳入上海市终身
教育学分银行教育系统。同时居委
会干部还将担任“终身学习推进员”，
动员社区居民参与。

全市“学分银行”的学分目前分
为学历教育、职业培训和文化休闲教
育三类。在文化休闲教育类别中，杨
浦重点开发了 40 门特色课程，居民
可根据自身的喜好选择学习。包括
古典文学、古诗词欣赏、收藏鉴赏等。

■记者 毛海萍

本报讯 如何文明遛狗？如何合
理处置社区垃圾？邻里间如何做到
相互谦让？目前，五角场镇“道德讲
堂”进社区活动正在如火如荼开展。
用讲堂上的“小故事”讲出社区文明
的“大文章”，通过身边榜样的力量、
典型的事例传递社会“正能量”，从而
加强居民道德素质建设，推进文明社
区创建，这正是五角场镇开设“道德
讲堂”的初衷。

5月17日，“道德讲堂”走进星云
居民区开展宣讲活动。当天，“道德
讲堂”宣讲团的讲师们以身边的人、

事为例子，结合社区存在的问题，与
居民进行了交流。

据统计，自“道德讲堂”开讲以
来，目前已开展了18场活动，有近千
人次参加。记者了解到，今年 1－3
月，五角场镇的市民巡访团通过对镇
域内的居民区进行问卷调查发现，居
民反应最多的是文明养犬、文明楼组
创建、楼道堆物现象、和谐邻里关系
四个方面。针对这些突出的问题，宣
讲团的讲师们对相关材料进行了搜
集，以“身边人讲身边事、身边人讲自
己事、身边事教身边人”的形式，使

“道德讲堂”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
近居民。

每场活动结束后，居民区都会填
写反馈表，对讲课内容、讲课效果进
行评价，从反馈信息中可以看出，这
种形式受到了居民的欢迎和好评。
据悉，5月底“道德讲堂”进社区的活
动将在五角场镇“遍地开花”，完成43
个居委会的宣讲。

五角场镇相关负责人告诉记
者，今后还将在镇域内的每个居民区
成立一支宣传队，围绕道德领域突出
问题开展专项教育和治理活动，倡导
文明行为、身边的先进典型等主题的
宣讲，促进居民思想道德素养的进一
步提升，让“正能量”在社区开出最美
的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