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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严谨史料和丰富展陈还原“星火初燃”

中国共产党发起组成立地（《新青年》编辑部）旧址完成文物修缮向公众开放

南昌路100弄， 曾经的老渔阳里， 弄

内2号是一栋有着100多年历史的砖木结构

旧式石库门住宅 。 在1920年 ， 这儿即是

“星火初燃” 之地， 在党的创建过程中发

挥了重要作用———是 《新青年》 杂志办刊

地， 更是中国共产党发起组成立地， 中共

中央局办公地。

经过近两年置换、修缮、布展，这幢石

库门住宅作为中国共产党发起组成立地

（《新青年》编辑部）旧址在今年“七一”前试

运营开放，并举办相关史迹陈列展，截至目

前观展者逾千。

“1920年，节奏非常快，关于成立中国

共产党的孕育、筹备工作，几乎都在这栋楼

内发生，”黄浦区委党史研究室主任张健结

合党的诞生地发掘宣传工程及相关史料，

梳理了中国革命火种星火燃起的历史。

“这些工作，为中国共产
党的成立奠定了重要基础”

1920年初，《新青年》 编辑部随陈独秀

来沪，4月迁入南昌路100弄2号， 当年5月，

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在此成立， 吸引了彼时

一大批有共产主义觉悟和信仰的年轻人加

入。6月，酝酿成立共产党上海早期组织，并

开展组织相关筹备工作；同年8月，中国共

产党发起组在此正式成立， 成为当时国内

最早成立的共产党早期组织。 发起组在这

里提出了“按照共产主义者的理想，创造一

个新社会”的革命目标，推动了各地共产党

早期组织的建立。

事实上， 共产党发起组的工作覆盖不

仅仅局限在上海区域，在其推动下，全国各

地纷纷成立了共产党早期组织， 而发起组

则派人指导， 在全国各地做了大量的马克

思主义宣传工作。

“这些工作，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奠定

了重要基础。 ”张健介绍说，在以陈独秀为

代表的先进知识分子牵头下， 发起组在这

儿翻译马克思主义著作， 推动了马克思主

义在全国范围内的传播。 同时完成并出版

了首部《共产党宣言》中文全译本。

而作为新文化运动的发起刊物，《新青

年》杂志也开始集中宣传马克思主义，并在

中国共产党发起组成立后， 成为党的机关

刊物。这里还是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孵化

地，为党储备了一批年轻有为的后备力量。

1921年6月初，经陈独秀、李大钊书信

商议， 决定在上海召开中国共产党第一次

全国代表大会。筹备一大会议的工作，也是

由发起组完成。而中共一大召开后，最早的

中共中央局也设立在这里， 中共一大召开

之后的一年多时间里， 这里作为中共中央

局机关， 成为了当时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

中心。 直至1922年9月，陈独秀搬离此处。

不断完善、 增设新的展
陈方式，汲取前行力量

经过挖掘梳理 ， 更加突出了 《新青

年》 编辑部旧址在党的创建过程中的重要

地位。

而在设计史迹陈列展过程中， 也正是按

照：思想启蒙———《新青年》杂志办刊地、革命

火种———中国共产党发起组成立地、 星星之

火———中共中央局办公地这样的三块内容，

将这一红色遗迹更为饱满地还原、 立体地呈

现出来。

据黄浦区相关部门介绍，两年前，中国共

产党发起组成立地（《新青年》编辑部）旧址保

护利用工作正式启动， 其间共计置换搬离了

居住在内的4户居民， 并遵循修旧如故的原

则，对旧址开展了保护性加固和还原性修缮。

建筑中精致的雕花门头、黑漆实木大门、清水

平缝砖墙、 暗红挂落门窗等当年的建筑元素

在修缮中一一还原。

而旧址内部的史迹陈列运用了大量珍贵

历史照片、史料、文物，通过图文展板、实物陈

列、场景复原、多维视频、艺术创作、互动查询

等手段，在有限空间内，立体化呈现旧址中发

生的重要事件。 特别是陈列在玻璃柜里的一

排上世纪50年代全套《新青年》杂志出版物，

非常珍贵。

由于这幢楼是保护建筑，空间有限，为了

追求更好的展陈效果， 该旧址内部正不断完

善、增设新的展陈方式，比如VR（虚拟现实），

互动体验等等。旧址内部以外，这片石库门弄

堂的三排房屋同步进行了外立面修缮， 改善

了周边居民的居住环境。

就在本月，旧址所属瑞金二路街道，紧临

该旧址全新打造了一个集宣教、议事、服务、

实践于一体的“初心会客厅”暨新时代文明实

践点， 引导广大社区党员群众在初心溯源中

汲取精神力量，化作使命担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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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尘手套、干毛巾、湿毛巾、玻璃擦布、

尘推布、中性清洁剂、口香糖除胶剂，晚上9

点， 地铁保洁员窦仁海和许乾俊仔细检查

完毕自己的“常规装备”，还有最近半年增

加的 “新式武器”———消毒用的弥雾机、喷

雾器桶，戴上口罩和安全帽，沿着站台旁的

扶梯，快步走上一列地铁1号线车厢，忙碌

了起来。

这时，他们所在的上海地铁1号线梅陇

基地， 开始陆续迎来结束一天运营的地铁

列车。 自1月21日起，上海所有地铁列车每

天结束运营回库后都会接受全面消毒、清

洁。每个夜晚，数百名地铁保洁员坚守遍布全

市的26个车辆基地，行走在一节节车厢内，工

作到凌晨三四点钟，为全路网约6000辆列车

清洁消毒。 从冬天到大暑，已经半年时间。

在整个列车的全部范围内
进行喷洒

窦仁海是班组长。上工前，他的第一个

工作是配比消毒液。“目前采用的是84消毒

液，通过稀释之后，再沉淀20到30分钟，充

分溶解之后灌装到我们的喷雾器桶里面，

在整个列车的全部范围内进行喷洒”。窦仁

海背着相当于一桶纯净水重量的喷雾器桶

来回地走，上上下下，仔细地对列车的每个

角落进行全方位消毒。 喷雾器桶装满一箱

药水，可以消毒两列车的16节车厢。

记者体验了一下：穿好一次性雨衣，戴

好护目镜，在窦仁海的帮助下，背上满载的

喷雾器桶。 挺沉！ 这个桶有多重？ “装满水

大概有30公斤重吧。 ”窦仁海说。 打开弥雾

机开关，伴随着“轰隆隆”的声音，消毒水呈

雾状喷洒出来，冲击力十足。 “你这个姿势

不对，背要弯着，不能挺太直，不然时间长

容易腰疼。 ”看着“新手”上路，窦仁海连忙

指点窍门，“消毒的时候，人要朝后退着走。

这样便于观察消毒的效果， 而且消毒剂不

容易吹到人身上。 ”

据说，很多保洁员都喜欢装满消毒水，

一口气从头跑到底， 为的是节约来回加水

的时间。 每消毒一列车，窦仁海就要在原先

保洁工作的基础上，多走500来步，一个晚上

下来，他最起码要消毒二十多列车，这样每

天就要多走一万步。

过了消毒的关， 更是过了
自己的关

疫情发生之前， 窦仁海和许乾俊的工

作一直是保洁。 窦仁海2003年就在梅陇基

地工作，许乾俊是2008年来的，两人分工明

确，配合默契。一上车，窦仁海负责空调风口的清洗，要求做到格

栅内没有杂物堵塞，没有积灰和污渍。许乾俊负责白板、座椅、扶

手、显示屏等部位的擦洗。 两个人一个来回折返之后，再清洗地板。

许乾俊介绍了清洁的“诀窍”。1号线的列车车型现在有7种，

除了按照清洁标准作业外，许乾俊说还要特别留意视觉感受。比

如， 同样的清洁力度， 车厢里深色的部分就显得比浅色的更干

净，换言之，就得给浅色的部分，比如车厢两侧地面上甚至座椅

下方的金属条，加把劲。

负责保洁工作的上海地铁物业管理有限公司沪南项目部经

理杨文青告诉记者，在原先工作内容上增加消毒工序，意味着保

洁员的工作量增加了，列车在消毒之后还需要保持车厢密闭30分

钟以上，确保上线列车能够全面彻底消毒。对此，地铁方面及时筹

集了防疫物资，为大家做好防护。

“这个特殊时期，消毒是必须的。我们必须顶上！”窦仁海说，

“乘客们闻到这个消过毒的味道，可能心里就更放心一点。 ”每天的

工作完成之后，他还要带着组员，在每节车厢内更换一张小小的消

毒标志标签。 “这代表工作过了消毒的关，更是过了自己的关”。

在夜深人静中坚守，倾听地铁列车的声音

窦仁海和许乾俊都是安徽人。每年春节，上海地铁客流量相对

较少，他们和许多奋战上海地铁的工友们可以回家团聚。 但是，

今年出现突发疫情时，两人主动提出：留下来坚守岗位。 “真要回去

了，按今年的情况，恐怕一时半会儿出不来。 ”老窦说，“这里肯定缺

人。 晚上活儿多，本来就要抓紧时间，我就是在家，也不放心。 ”

杨文青告诉记者，每天晚上，在梅陇基地，11位保洁员组成

的团队要清洁24列车，合计192节车厢。 他们每天晚班时间从晚

上9点开始，要一直忙到凌晨3点。半夜12点前后是列车集中回库

“归队”的高峰，也是保洁员最忙的时段。夜深人静之时，每天和1

号线列车打交道，窦仁海也锻炼出了一个小小的本领：他只要听

列车的声音，就能分辨出是7种车型中的哪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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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染侦探”胡必杰：让公众由新冠认识感染科
“本土疫情逐渐得到控制， 我也逐步

恢复了在中山医院的部分工作。” 7 月的

上海， 在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见到胡必

杰教授， 他的行程依旧很满： 早晨 8 点的

采访结束后， 马上要去病房查房； 下午到

晚上还得布置科室工作， 主持一个院内感

染工作会———作为中山医院院感管理科

主任 ， 中山医院的发热门诊 、 门急诊 、

病房及实验室等各环节的院感布防 ， 他

会定期与同事们 “碰细节”。 当然， 最重

要的是 ， 久违的患者迎来这名 “感染神

探” 的复诊了。

全球新冠肺炎病例已破 1500 万， 在

疫情防控的前提下， 生活要继续。 经历战

“疫” 洗礼， 像胡必杰这种经历过 SARS、

H1N1、 H7N9 及新冠的专家， 危机感越来

越强 ， “有必要让公众由新冠认识感染

科， 看这个学科， 得看它的社会价值”。

战 “疫 ”最初两周 ，每晚都
睡不着

胡必杰与张文宏、 毛恩强等上海市新

冠救治专家组成员， 如今每周轮流去上海

市公共卫生临床中心查房， 战 “疫” 任务

由冬天延续至今。

1 月 20 日上海报告首例新冠肺炎确

诊病例 ， 各级医院的新冠防控战随即打

响 。 而作为全国院内感染领军人物 ， 胡

必杰出于职业敏感 ， 已经关注到了这一

“不明原因肺炎”。

这是人类与传染病对战的典型一幕，

疫情来临之初， 一切都是未知， 但总有人

需要走进迷雾， 一探究竟。

1 月 21 日， 按市卫健委 、 申康统一

部署， 华山医院感染科主任张文宏作为上

海新冠肺炎医疗救治专家组长带队入驻市

公卫中心， 这是上海新冠肺炎患者的定点

收治机构， 后被誉为 “战疫堡垒”。 胡必

杰领命带第二支医疗队 “接棒” 张文宏，

一周后入驻。

原设想是每位市级专家入驻一周， 换

防， 但从 1 月 27 日， 即胡必杰入驻的这

周开始， 病例增多。 胡必杰同时是全国新

冠肺炎医疗救治专家组成员， 对肺部感染

救治经验丰富， 但这次， 他明显感觉 “对

手狡猾”。

“它和之前的病毒性肺炎有太多的不

一样， 我们起初觉得有些病人症状很轻，

胸部 CT 上病灶也不多， 像流感或轻症肺

炎， 但几天后， 病情一下子就加重了。 我

在进驻公卫中心 3-5 天时就发现了这个

情况， 所以， 那段时间只要有机会， 我就

呼吁中心增加医疗护理力量支援。” 胡必

杰说。

也是这两周， 他几乎每晚都睡不着，

“脑子里盘救治方法”。

对传染病不是认识太多 ，

而是远远不够

在 “战疫堡垒”， 每天、 每小时甚至

每分钟， 胡必杰都与驻守于此的上海最强医

学 “大脑” 为患者的治疗出谋划策， 助力每

一条搁浅的生命重新起航。

对他而言 ， 这一切似乎也很熟悉 ， 17

年前， 胡必杰就参加了 SARS 防控， 曾作为

国家卫生部和世界卫生组织联合工作组成

员， 前往河南、 河北、 山西等地， 每天出入

SARS 病例的隔离病房。

也是因此 ， 他见证了中国感染病学科

发展的一个重要瞬间。 2003 年后 ， 国家要

求二 、 三级综合性医院建立感染科 ， 中山

医院感染病科正是 SARS 以后响应国家要

求成立 。 当了近 20 年呼吸科医生的胡必

杰领命担任这个新科室的主任 ， 他至今记

得院领导的交代 ：“两头兼着 ， 万一以后这

病不来了 ， 科室关了 ， 你还是呼吸科教

授。”

确实， 谁都不知道， 传染病何时会卷土

重来， 领导为他设计了 “稳妥安排”。 认真

的胡必杰却没有就此止步， 恰因为这次职业

生涯里的 “转身”， 打开了新天地， “除了

肝炎、 乙脑、 结核等传染病， 感染学科里还

有大量非传染感染病需要研究， 有大量病人

苦苦等待着救治”。

“当医生就是要给患者解决问题。 我们

对传染病不是认识太多 ， 而是远远不够 。”

胡必杰喜欢看 《名侦探柯南》， 抓住一个一

个线索， 排除一个一个可能， 最后诊断尘埃

落定， 伴随着病人痊愈的成就感， 那是他喜

欢当感染科医生的理由。

最高龄 “火线入党者 ”，感染
科要做的事还有很多

胡必杰与张文宏的 “战疫友谊” 还在疫

情中就升华了。 就在市公卫中心， 胡必杰入

党了， 56 岁， 应该是这次疫情中上海卫生

抗疫线上 “最高龄火线入党者”。

“张文宏说 ‘党员要先上’， 我也想有

更多机会冲锋在前。 在抗疫前线， 我身边党

员很多， 他们确实以更高标准和要求自律，

这也激励我树立更高的目标。” 胡必杰感慨，

感染科要做的事， 真的还有很多。

“这次疫情也警示我们， 感染性疾病非

但没有离我们而去， 而且对人类的影响可能

是巨大的 ， 人类与微生物的斗争远没有结

束。 所以， 感染病科要发展。 但发展不是一

句空话。” 经此一疫， 胡必杰正和华山医院

张文宏、 瑞金医院谢青等同道一起推动综合

医院感染科的升级， “不少综合性医院对大

量非传染感染病的认识不够， 这对一些疾病

尤其是传染病的更早发现是不利的， 推动综

合医院感染科的发展， 有利于学科、 社会，

更造福患者”。

胡必杰 1963 年出生， 1979 年从浙江考

入原上海第一医学院 （复旦大学上海医学

院）， 毕业后进入中山医院呼吸科工作。 胡

必杰出生在医学世家， 家里有 30 多名医务

人员， 16 岁上大学的他， 也是遵父命报医

科。 他说， “医学真是一个越学越有意思

的学科 ， 治愈患者的成就感与快乐 ， 病人

的感念之情 ， 旁人难以体会 ， 我希望更多

真心喜欢医学 、 喜欢感染科的孩子加入我

们的队伍。”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平凡的伟大就在我们身边

■新时代奋斗者

胡必杰， 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感染病科主任、 医院感
染管理科主任， 全国新冠病毒肺炎医疗救治专家组成员、 上
海市新冠肺炎救治专家组成员， 同时还担任中华预防医学会

医院感染控制学分会主任委员、 上海市院内感染质控中心主任等要职， 从事医学
临床与教育科研工作 30 多年， 主攻呼吸系统疾病和感染性疾病， 尤其是肺部疑难
感染诊治， 以 “肺部感染探案录” 闻名学术圈。 (中山医院供图)

摄影：张伊辰
制图：陈云峰

人物小传

■ 《新青年》 编辑部旧址内部的史迹陈列展设计过程中， 正是按照： 思想启蒙———《新青年》 杂志办刊
地、 革命火种———中国共产党发起组成立地、 星星之火———中共中央局办公地这样的三块内容， 将这一红色
遗迹更为饱满地还原、 立体地呈现出来

▲百年旧址重展新颜， 史迹陈列运用了大量珍贵历史照片、 史料、 文物。 本报记者 袁婧摄

■本报首席记者 唐闻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