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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日友好医院的病房里，温

暖的阳光照在一位百岁老人的床

边。他是一位外科医生，那双饱经

风霜的手，依然遒劲有力。

辛育龄，1921 年 2 月出生，曾任

北京胸部肿瘤研究所外科主任、副

所长，中日友好医院首任院长、首席

专家。他经历了抗日战争、解放战

争、抗美援朝战争的考验，用一把

刀、一根针、一支笔书写了传奇人

生，被誉为“白求恩式的医生”。

百年沧桑，见证了一位白衣战

士的赤胆忠心。他曾开展了国内

第一例人体肺移植手术，是我国胸

外科事业的奠基人；他首次将针刺

麻醉应用在胸外科手术，在国际上

引起极大轰动。他在手术台上坚

守了 60 年，用仁心仁术赢得了百姓

的信任。

白求恩身边的小战士

1937 年 ，年 仅 16 岁 的 辛 育 龄

不愿做亡国奴，奋起参加了冀中人

民自卫军，从此走上了为之奋斗一

生的革命道路。

1938 年 5 月，辛育龄正式参加

了八路军，成为冀中卫生部后方医

院 的 卫 生 员 ，后 又 被 分 配 到 制 药

厂，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39 年 4 月，辛育龄被派到白

求恩医疗队担任司药，亲身感受到

了白求恩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精

神。辛育龄回忆，当时白求恩不顾

个人安危，亲自带领手术队赴前沿

阵 地 ，同 志 们 劝 他 ：“ 离 敌 人 太 近

了，危险！”白求恩大夫却说，距阵

地愈近，愈能多救些伤员。尽管简

陋的手术室外炮火连天，手术室内

的白求恩却镇定自若，不慌不忙地

把手术做完，展现了超人的胆量和

精湛的技术。

在一次战斗中，由于日本人飞

机轰炸，驮药箱的马匹受惊，药品

散落一地。辛育龄赶紧拽住惊马，

整理药箱，左手臂却被划伤，鲜血

淋漓。白求恩赶过来给他处理了

伤口，这伤口瘢痕一直陪伴他走过

战争年代。白求恩光荣牺牲后，辛

育 龄 始 终 没 有 忘 记 白 求 恩 的 启

蒙 和教诲。白求恩全心全意为人

民 服 务 的 精 神 ，深 深 影 响 了 他 的

一生。

1940 年 ，刚 满 19 岁 的 辛 育 龄

担任冀中军区制药厂厂长。当时，

部队里流行疟疾和疥疮。辛育龄

走访当地郎中，带领职工和老乡上

山采摘常山、青蒿等中草药，并且

提取有效成分制成药片，方便战士

服用，取得了良好疗效。他还研制

成功一种治疗疥疮的皮肤擦剂软

膏，很快消灭了疥疮。

1947 年 7 月，辛育龄从延安的

中国医科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中

国医科大附属医院，成为一名外科

大夫。辽沈战役时，辛育龄奉命带

领医疗队赶赴沈阳参战。东北解

放后，辛育龄被任命为盛京医科大

学附属医院院长，顺利完成了医院

改制。东北人民政府卫生部成立

后，辛育龄被调任保健防疫处长兼

干 部 保 健 委 员 会 副 主 任 、党 组 成

员。抗美援朝战争开始后，辛育龄

组织医疗队赴朝支援，负责收容伤

员，安置在吉林、黑龙江等省进行

治疗。

胸外科事业的拓荒者

1951 年，辛育龄被我国政府派

往 苏 联 医 学 院 学 习 胸 外 科 技 术 ，

1956 年获得医学副博士学位回国，

掌握了当时国内尚属空白的胸外

科技术。

回国后，辛育龄来到位于北京

通州的中央结核病研究所（后更名

为北京结核病研究所），组建了胸

外科。当时，传统的结核病治疗方

法，对于重症晚期肺结核病人治疗

无效，病人经常发生窒息性死亡。

辛育龄经过仔细研究，探索出双腔

插 管 麻 醉 下 肺 切 除 手 术 ，治 疗 了

200 多例重症肺结核合并大咯血病

人，均获得成功。自此，双腔插管

麻醉法在国内得以推广，为胸腔外

科扩大适应症和保障手术安全提

供了有效手段。

医学探索，永无止境。辛育龄

还应用支气管残端黏膜外层缝合

法，完成了 4600 多例肺切除手术，

将残端瘘的发生率降低到 0.4%，基

本上制止了此类并发症，提高了肺

切 除 手 术 的 安 全 性 和 临 床 效 果 。

1963 年，辛育龄的相关论文在莫斯

科外科学会上宣读后，受到国外专

家的赞同，并被国内很多医院采用

为常规缝合法。

20 世 纪 五 六 十 年 代 ，我 国 绝

大部分省份尚未建立胸外科。经

卫 生 部 门 批 准 ，辛 育 龄 牵 头 在 中

央结核病研究所举办胸外科医师

培训班。从 1958 年到 1980 年，共

为 全 国 培 养 出 300 余 名 胸 外 科 技

术 骨 干 ，他 们 很 快 成 为 全 国 胸 外

科的中坚力量。辛育龄经常赴各

地 帮 助 胸 外 科 医 师 做 手 术 ，有 40
余家医院的胸外科是在他的指导

下建成的。

辛育龄非常重视学习和运用

祖国医学。临床上，肺癌术后患者

常因刀口痛、咳痰困难和排尿不畅

而苦恼，辛育龄在 1958 年学习中医

过程中接触到针灸，发现在试用针

灸治疗后患者的上述症状可以得

到控制。于是，他把针刺麻醉作为

开展中西医结合的突破点，成为针

刺麻醉手术的实践者与推动者。

1970 年 6 月 25 日，一台由辛育

龄 主 刀 的 肺 切 除 手 术 正 在 进 行 。

这台手术首次运用一根针进行针

刺麻醉获得成功，震惊了医学界。

1972 年 2 月 ，美 国 代 表 团 访 华 期

间，听说中国有一种名为针刺麻醉

的技术，可以在病人清醒状态下实

行肺切除手术，便提出要看手术的

全过程。2 月 24 日，美国代表团一

行 30 余人在北京医科大学第三附

属医院观摩了针刺麻醉手术实施

的全过程。

患者是一名普通工人，因右肺

上叶支气管扩张准备做右肺上叶

切除术。从针刺麻醉操作者辛育

龄在病人前臂外侧扎针捻动到实

施开胸手术，从病人安详的表情到

呼吸、血压、心律等数据，美国人全

部做了摄像和记录。最后，全身麻

醉需要两三个小时才能完成的手

术，辛育龄用了 72 分钟就干净利落

地完成了。术后，病人还从手术台

上坐起来，笑容满面地回答了美国

记者的提问。看到病人神志清醒，

平静自如，没有痛苦，美国代表团

成 员 被 针 刺 麻 醉 的 神 奇 效 果 折

服了。

1984 年 10 月 23 日，中日友好

医院正式开院。第二年，辛育龄主

动请求辞去院长，希望回到胸外科

工作。他说：“组织上交给我的筹

建任务已经完成，接下来我更愿意

专心做一名外科大夫。”

1986 年，65 岁的辛育龄萌发了

用直流电杀灭肿瘤的大胆设想，动

物实验获得成功。在查阅资料时，

他发现自己的想法与一位瑞典科

学家不谋而合。为此，辛育龄提出

了不用开刀局部杀灭肿瘤细胞的

“电化学疗法”。由于电化学疗法

具有不开刀、创伤小、恢复快的优

点，非常适合年老体弱的患者。辛

育龄还在实验中发现，电化学疗法

具有强力的止血效果，并将这一技

术推广到治疗血管瘤领域。

辛育龄说：“中医要向西医学

习，西医也要向中医学习，中医和

西医要互相协作，更好地为人民健

康服务！”

爱患者的慈祥长者

年过八旬之后，辛育龄仍坚持

每周出门诊，并参加科室查房。辛

育 龄 说 ：“ 病 人 是 我 们 学 习 的 源

泉。医生为病人服务，也从服务中

学习。我同病人已建立了深厚感

情，看病是我最大的乐趣。”

中日友好医院胸外科副主任

梁朝阳回忆，直到 90 多岁，辛育龄

办公室的灯光仍然每晚亮起。自

从成为一名外科大夫，辛育龄从未

放下过手术刀。他说：“我最大的

愿望，就是做一棵无影灯下的‘不

老松’。”

在患者眼中，辛育龄不仅是一

位 医 学 权 威 ，更 是 一 位 慈 祥 的 长

者。有一次，他给一名 6 岁的患儿

做血管瘤手术，由于患儿对麻醉药

品过敏，出现麻醉意外，突然意识

丧失，呼吸心跳停止。辛育龄十分

镇定，他弯腰俯身，趴在床边，亲自

为患儿做人工呼吸和心脏按压，直

到患儿心跳、呼吸、意识恢复正常，

而年逾七旬的辛育龄却累得腰都

直不起来，经过一周的理疗才恢复

过来。

辛育龄每次开胸之后，他动作

极其轻柔。他还提醒，胸腔镜手术

用卵圆钳夹肺的时候要轻柔，能不

夹最好不夹，避免不必要的损伤。

在他的教诲下，胸外科一直保持着

这个好传统。

为了减轻病人负担，他长期坚

持 出 诊 不 设 特 需 专 家 号 ，只 设 普

通 专 家 号 。 遇 到 经 济 困 难 的 病

人，他不仅千方百计节约费用，还

会拿出自己的积蓄帮助病人。救

治 危 重 病 人 ，他 可 以 在 手 术 室 坚

守七八个小时，术后彻夜不眠，亲

自 守 护 。 他 敢 于 承 担 风 险 ，对 于

那些病情复杂又做过多次手术失

败的病人，甘愿主动承担风险，尽

量救治。

在离开白求恩的日子里，辛育

龄沿着白求恩的足迹继续前进，成

为白求恩精神的传承者，为广大医

务工作者树立了一座“灯塔”！

愿做无影灯下“不老松”
——记中日友好医院首任院长辛育龄

本报记者 白剑峰

本报北京 2月 2日电 （记者李心萍）为贯彻落实中共

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做好人民群众就地过

年服务保障工作的通知》，人社部近日印发《关于开展“迎新

春 稳岗留工送培训”专项工作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

《通知》指出，2021 年 2 月 1 日至 3 月 31 日春节前后在全

国范围内开展“迎新春 稳岗留工送培训”专项工作，面向广

大留岗劳动者开展职业技能培训服务。

《通知》强调，要组织企业结合稳岗留工开展培训，鼓励

各类企业对调休不歇班和留岗职工提供精准化、针对性培

训服务，开展灵活多样的岗位技能提升培训，努力实现“留

岗一人、培训一人”。对就地过年、在企休假的职工，可根据

职工意愿，灵活开展法律道德、质量意识、安全环保和健康

卫生等培训。引导企业开展定制化职业技能等级认定。企

业留岗人员培训可按规定享受培训补贴、生活费补贴和交

通费补贴等；要组织实施以工代训，把以工代训作为稳岗留

工送培训的重要举措，优化经办服务，做好以工代训各项服

务管理工作，努力实现补贴受理审核发放全程网办；要组织

开展线上培训，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部属线上培训平台

在专项工作期间，免费提供线上培训资源以及视频课程、电

子书、课件、动画等职业培训教学资源。

对中高风险地区不开展线下聚集性培训，倡导线上培

训。对参加线上培训并取得相应课程培训合格证明的学员，

按照规定给予培训补贴；要组织开展送技能优质服务，面向

留岗人员，提供至少 3 次以上职业培训信息、推送至少 1 次培

训政策咨询、推荐至少 1 个适合的培训项目。对企业或培训

机构开展的培训以及以工代训，可先行拨付一定比例的培训

补贴资金。公布针对稳岗留工人员的技能培训项目“菜单”

和培训机构信息，提供“菜单”式培训+跟进式服务。

向留岗劳动者开展技能培训

努力实现留岗一人培训一人

■暖相册R

前阵子，贵州省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

州钱相街道第四小学和笃山镇民族小学的

孩 子 们 收 到 了 暖 心 礼 物 ——2021 条 爱 心 围

巾 ，围 巾 五 颜 六 色 ，织 法 和 装 饰 也 各 不 相

同。送出礼物的，是浙江宁波慈溪长河镇的

1000 多名“长河妈妈”。

“钱相街道是我们长河镇东西部扶贫协

作的结对街道。”长河镇党委副书记沈介磊

说，这几年，两地在产业合作、教育医疗等方

面交往密切，感情日渐深厚。沈介磊说，去年

年底，镇里结合传统优势，发起了这场织围巾

送温暖的活动。

“街坊邻里大多是几十年的编织巧手。”

组织这次织围巾活动的是长河镇妇联和新

时代文明实践所，镇里统一买来毛线，愿意

参加活动的“长河妈妈”前来认领，就这样，

一条条款式各异的围巾在她们的巧手下编

织出来。

收到围巾后，孩子们非常高兴，他们用稚

嫩的语言回信感谢“长河妈妈”，还请老师用

手机拍下视频发给她们。看到孩子们把围巾

戴在脖子上，露出灿烂的笑脸，“长河妈妈”乐

在心里。

这不，这几天，她们又在组织编织围巾，

打算赶在春节前，作为新年礼物送给留在慈

溪过年的外来务工人员及部分家庭困难户的

孩子，也给他们送去温暖。

上图：“长河妈妈”倪调娟正在编织围巾。

右图：“长河妈妈”杨娟芬让孙女试试围

巾的长度。

窦瀚洋 章勇涛摄影报道

本版责编：李智勇 周珊珊 周春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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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心态折射经济社会发展，

是民心民意的晴雨表。

去年 9 月起，中宣部委托国家

统计局采用多阶段分层随机抽样和

入户填报方式，对河北、吉林、湖北

等 16 省份 18—65 周岁部分常住居

民进行问卷调查，并赴湖南、四川等

8 个省份组织实地调研，在此基础上

形成了“2020 年全国社会心态调查

综合分析报告”。报告指出，这次调

查 具 有 鲜 明 的 时 代 特 征 和 年 度 特

点。总体来看当前我国社会心态主

流积极健康、明显向上向好。

党治国理政的民心民意基本盘

扎实稳固——

从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来看，

通过对比 2010 年以来的 6 次调查数

据，报告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信仰

马克思主义的比例呈现明显攀升态

势，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更加深入人心。

从对党的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制度认同度来看，数据表明，受

访者普遍认为近年来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

信、文化自信不断增强，对党中央的

信任、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

愈发夯实。

从群众的切身感受来看，受访

者对自己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获益

程 度 表 示 满 意 的 较 2016 年 提 高

17.8 个百分点，对个人和家庭生活

状况表示满意的较 2016 年提高 4.2
个百分点，认为社会“非常安全”和

“比较安全”的比例之和较 2016 年

提高 20.7 个百分点。

报告指出，社会各界对未来发

展的信心持续巩固，中华民族的向

心力凝聚力和自信心自豪感在应对

内外挑战中充分迸发，我们党长期

执政的民心民意基础更加牢固。

党和国家重大决策部署得到高

度认可——

2020 年，是新中国历史上极不平凡的一年。

战“疫”情、保民生、抓发展，我国疫情防控取得重大战

略成果，经济总量首次突破 100 万亿元大关，城乡居民人均

收入比 2010 年翻一番的目标如期实现，新时代脱贫攻坚目

标任务如期完成，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胜利在望，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向前迈出了新的一大步。

调查报告中，受访者高度赞扬我国疫情防控举措取得

的成效，普遍认为党和政府始终把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

康放在首位，“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坚守，有力温暖和鼓舞

着全国人民的心”。

报告显示，受访者充分肯定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取

得伟大历史性成就，“三大攻坚战”取得决定性成就，并纷纷

对做好“六稳”“六保”工作和保障改善民生取得的成效予以

高度评价。

此外，报告显示党群干群关系呈现持续向好的趋势。

数据表明，基层群众尤其是农民和农民工对党群关系的评

价最高。

法治观念和主流舆论深入人心——

数据表明，“遇事找法”成为人们普遍选择。报告指出，

当自己或家人遇到不公平事情时，选择“通过法律渠道解

决”的居第一位，比 2016 年提升 3.7 个百分点；选择“托关

系、找熟人”的比例明显下降。报告指出，这表明全面依法

治国迈出坚实步伐，人们的法治观念、法律意识不断提高，

“遇事讲法、遇事找法”成为社会普遍共识。

宣传思想工作有着强信心、暖人心、聚民心的重要作

用，健康的社会心态离不开舆论的积极引导。

2020 年，宣传思想战线围绕中心、服务大局，聚焦战

“疫”壮阔历程、战“贫”伟大实践，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取得

伟大历史性成就提供了有力的思想保证和舆论支持。数据

显示，受访者对去年宣传思想领域有关重点工作成效评价

较高，大家反映，宣传思想工作“导向更加鲜明，网上网下正

能量更强劲”。

（新华社北京 2月 2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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