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时报记者 胡思华

2021 年 1 月 1 日起，我国正式迈入“民法典时

代”。为了更好地推进落实民法典的实施，近日，市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探索推出《关于人力资源社

会保障系统贯彻实施民法典工作指引》（以下简称

《工作指引》），将民法典中涉及依法行政及人力资

源社会保障工作的相关内容，单独摘编出来，提出

了工作要求。据介绍，这是本市行政机关和全国人

社系统首个系统性的工作指引。

《工作指引》分为两大部分，民法典对依法行

政的工作要求，及民法典对人社系统的工作指

引。工作要求部分着重阐述了民法典对依法行政

的制度规范，及民法典对立法、规范性文件和决

策的影响，特别就如何落实民法典中的新规范提

出了工作建议。工作指引部分聚焦本市人社工

作实践，通过条文释义、工作提示和法条链接，分

别从肖像、信息、信用、自然人生死、继承、仲裁、法

人成立终止、荣誉权、期间、不动产征收及补偿、

代理、人身伤害赔偿、民事行为不得违反行政法

律强制性规定、民事合同、保证人资格、禁止性骚

扰、建筑物倒塌等损害责任、公共场所安全保障义

务等18个方面进行指引，涉及法条近百条。

比如，在信息保护方面，要求人社系统各相关

部门和单位及其工作人员对在行政执法、劳动人事

争议仲裁、经办服务过程中获取的姓名、身份证件

号码、生物识别信息，住所、电话号码、电子邮箱、家

庭情况、亲属关系，教育、职业、收入、健康等个人信

息和参保缴费、资金状况、负责人健康等单位信息

应当保密，不得泄露或者篡改其收集、存储的信息；

未经当事人同意，不得向他人非法提供其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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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报记者 胡思华

1946年毕业于交通大学电

机系的张良起曾任国防科技大

学校长。他去世后，他的夫人

刘杜珍牢记他的遗愿，把毕生

积蓄 150 万元人民币捐赠给母

校上海交通大学，设立张良起

奖学金，助力学校教育事业发

展。

1 月 19 日，上海交通大学

“张良起奖学金”捐赠仪式在徐

汇校区总办公厅二楼会议室举

行。张良起夫人刘杜珍，以及

上海警备区、警备区第一干休

所领导及嘉宾，老干部、工作人

员代表、杨浦区公证处代表莅

校出席仪式。上海交通大学党

委书记杨振斌，党委常委、副校

长张安胜，以及党委宣传部、教

育发展基金会、校友会办公室、

党史校史研究室、武装部等相

关部门负责人参加仪式。仪式

由张安胜主持。

刘杜珍还表示，在去世后，

曾缴纳的购房款65万元人民币

待组织退还后，也将委托上海

警备区杨浦第一退休干部休养

所党委领导代为捐赠给上海交

通大学，资金用于追加至奖学

金本金。她委托上海警备区第

一干休所与上海交通大学取得

联系。并在干休所和交大基金

会的共同见证下，分别于 2020

年 12 月 15 日和 12 月 29 日做了

继承公证和赠与公证。

据悉，首期张良起奖学金

将用于奖励上海交通大学电子

信息与电气工程学院、机械与

动力工程学院及航空航天学院

品学兼优、具备创新科研精神

的博士研究生，助力高校教育

事业发展。每年共设立奖学金

3 名，每人一次性奖励 30000 元

人民币。

张良起(1923~2009)，教授，

博 士 生 导 师 ，著 名 控 制 论 专

家。1946年毕业于交通大学电

机系。曾任交通大学助教，讲

师。张良起是长兄，兄弟姐妹

五人，三人考进了上海交通大

学。从交大毕业后，张良起宁

愿放弃上海电讯局的高薪工

作，回到母校任教，交大一时没

有助教的空缺，他宁肯暂时去

当中学教员，也要等待。建国

后，张良起历任南京海军联合

学校教员，军事工程学院教授、

教研室主任，国防科技大学系

主任、校长。在担任国防科技

大学校长期间，张良起带领国

防科大的老师们借鉴母校上海

交大“门槛高、要求严、基础厚”

以及其他兄弟院校的办学经

验，进行国防科大的改革创新，

几年下来，国防科大的教学和

科研取得令人惊讶的业绩，教

学和科研形成相辅相成的良性

循环。张良起1961年加入中国

共产党。1988年被授予少将军

衔。他长期从事自动控制方面

的教学和科学研究工作，在自

动控制理论及应用方面造诣较

深，领导研制成功两足步行机

器人，填补了我国机器人研制

技术的空白。他主编的《理论

电工》《反馈控制原理》《飞行

器自动控制系统》等书已公开

发行。

让每个学生得到最佳发展
崇明区城桥中学团队式深度家访帮学生进行生涯规划

他把毕生积蓄150万元人民币捐赠给母校

本市首个行政机关贯彻
实施民法典工作指引推出

时报记者 刘文婷

1月22日，接到疫情通知，上海

中小学的寒假提前一天开始了。

在上海市崇明区城桥中学，校长沈

钢也给老师们发了通知：家访改由

电话、视频等方式进行！

早在学期结束前，老师们就已

经着手准备起寒假家访事宜。五

到七人的团队，由班主任加上一位

校级领导、一位德育辅导中心的老

师、一位专项教师，再加上一到两

名任课教师，这样的团队式深度家

访，在城桥中学已经开展了十多

年。通过团队式深度家访，有意识

地关注学生的发展空间，帮他们进

行生涯规划，让每个学生得到最佳

发展。

十几年来，崇明区城桥中学的

新生录取分数线一直为上海市高

中最低投档控制分数线。然而，城

桥中学的高考录取率远高于同类

学 校 ，2020 年 本 科 上 线 率 达 到

97.33%。城桥中学“艺体科融合、

适性育人”的特色教育之路，帮助

不少学生实现了原本遥不可及的

大学梦。

从学生入学到毕业，三年的特

色教育之路，起点就在家访。2003

年，沈钢开始担任城桥中学校长，

学校开始实施团队式深度家访。

每届城桥中学录取的学生都会收

到一份新生入学手册，其中有一份

新生学业发展意向表，包含艺术、

体育、科技。根据学生的反馈意

向，城桥中学老师的家访便开始

了。“我们家访是有备而来，比如孩

子喜欢美术，那我们就带上一位美

术老师。”在沈钢校长看来，这是一

个孩子和老师双向选择的过程。

在高一年级，家访覆盖率要达到

100%，在高二高三年级，覆盖率也

需达到50%以上。

2020届学生小杨性格内向，胆

子也有点小，擅长文科，理科薄

弱。老师发现，小杨同学对绘画也

很有兴趣。在教师、家长、学生的

三方会谈中，小杨吐露了心声，说

想去学画画，可又担心学画会给家

里造成更大的经济压力。从此，老

师常和小杨聊有关绘画的话题，让

本来较为沉默的她变得滔滔不绝

了。在老师极力鼓励下，她参加了

学校美术兴趣小组，在学习之外找

到自己另外一片天地。慢慢地，她

脸上有了笑容。只要班级活动和

绘画有关，同学们马上会想到小

杨。小杨心底的自信流露出来，乐

观开朗成了她的代名词。在2020年

的高考中她顺利地考入了上海师

范大学的美术专业，圆了大学梦。

家访中，老师们有意识地关注

学生的发展空间，帮助他们进行生

涯规划，并做好记录，在后续的教

育教学中随时进行调整。高二学

生黄俊丞原是练习中长跑的体育

生。由于爆发力较弱，在老师的建

议和自己的权衡下，他从高一下学

期开始转学美术。在最近的美术

考试中，黄俊丞获得了班级第五名

的好成绩。

“我们不能选择生源，但是可

以选择培养模式，做到‘让每一个

学生得到最佳发展’。”校长沈钢

说。城桥中学共有158名老师，其

中各类特色课程老师近四成。各

位老师发掘学生的长处，为学生制

定适合的课程。学校增设了基础

型艺术课程和拓展型艺术课程，并

坚持综合化的课程改革方向，使各

种艺术门类之间、各种教育因素之

间相互依存、相互融合，由此营造

一个生态式的教育环境。

高一新生在开学前参加学校

一个多星期的“兴趣班”，学校开设

了包括美术、声乐、舞蹈、器乐、作

曲、文学编导、田径、乒乓、自行车、

板球、武术等几十个体育、艺术、科

技和人文类的社团，学生们在各项

体验中寻找自己的兴趣所在，然后

选择自己的“专业”，并在未来三年

进行系统学习。如不合适，随时调

整。

在老师的发现和悉心培养下，

近年来，从城桥中学走出了许多优

秀学生，如青年女高音歌唱家宋丹

妮、曾经跟随著名歌唱家廖昌永

前往匈牙利李斯特音乐学院演出

的低男中音刘葭、2018年雅加达亚

运会女子高尔夫团体铜牌得主殷

若宁……城桥中学体育、艺术、科

技等项目多次荣获国家级荣誉，成

为全国特色学校和全国学校艺术

教育先进单位。家访也已成为城

桥中学家庭教育指导工作的品牌

项目，曾分别于 2016 年和 2019 年

获崇明区暑期未成年人工作优秀

项目。

上海交通大学“张良起奖学金”捐赠仪式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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