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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小传

张效房：1920年出生，中共党员，郑州

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教授。1939年他进入

当时的河南大学医学院学习，在此后 70多

年的眼科研究及临床实践中，完成了几十

项革新，建立了一套完整的眼内异物定位

和摘出方法；曾获“国家有突出贡献专家”

“全国优秀科技工作者”等荣誉称号。

■R 讲述·一辈子一件事

■记者手记R

100 岁的张效房，每周一、三、五到《中华

眼外伤职业眼病杂志》编辑部上班，每周二坐

诊，每周四查房——这是他日常的安排。在

一次研讨会上，张效房婉拒了坐在座位上致

辞的建议，坚持走上讲台，讲话铿锵有力……

“那时我们发奋读书，是
为了学医救国，而不是为了
自己考学位”

“晚上在菜籽油灯下复习，早晨在山上的

树林里背诵——条件虽然艰难，但大家都很

刻苦。”回忆起 80 年前的求学经历，张效房思

路清晰，娓娓道来……

1939 年，张效房以第一名的成绩被录取

到当时的河南大学医学院。鉴于抗战形势，

学院迁至偏僻山区，既无现成的校舍，也来不

及兴工修建，只能租赁旧房办学。由于战乱，

很多学生的家里无任何经济来源，自己仅靠

学校发放的“贷金”补贴生活。张效房自入学

起，就进入了半工半读的状态。

6 年间，写讲义、画挂图、当家教、任代课

老师……张效房每天晚上都会在昏黄的灯光

下 复 习 到 很 晚 ；第 二 天 天 刚 亮 就 又 起 来 学

习。没有笔记本，就买杂货店里的粗纸裁制

成小本子；没有钢笔和墨水，就把染衣服的染

料调成墨水，把小木棍的一头削尖当钢笔，蘸

着染料水写作业。就这样，张效房度过了艰

苦的大学生活，也奠定了坚实的专业基础。

“有些情景，至今还记忆犹新。我们这一

代人，经历过战争年代，更加明白没有富强的

国 家 、没 有 伟 大 的 党 ，人 民 过 不 上 好 日 子

……”张效房说，“那时我们发奋读书，是为了

学医救国，而不是为了自己考学位。”

“手术刀重量很轻，却寄
托着病人的希望，代表着医
学的神圣”

“新中国刚成立时，河南的眼病患者很

多，尤其是沙眼及其并发症、后遗症，给许多

人的生产生活带来不便。病人的呼唤，国家

的需要，就是我们的责任。”张效房说。

张效房在做好本职诊治工作外，还带着眼

科医护人员，利用节假日，深入农村、工矿、学

校，为当地百姓进行眼病普查和沙眼防治，并

且研究沙眼的病因，改进了沙眼局部用药方

法，简化了睑内翻矫正术，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眼睛是否健康，影响着一个人的生活质

量和幸福指数。作为眼科医生，凡是危害眼

睛的病，我们都要想尽治疗办法。”1955 年，张

效房决心首先攻破眼内异物摘出的难题，经

过 50 余年的实验研究及临床实践，他完成了

35 项革新和发明，建立了一套完整的眼内异

物定位和摘出方法，其中薄骨定位、方格定位

摘出法等最为业界所称道。

20 世纪末，白内障是我国眼疾患者失明

的主要原因之一。当时国际上通行的手术方

法复杂，效果也不尽如人意，还需要特殊设备

支持。种种限制条件致使我国很多基层医院

难以进行白内障手术。

“选择了眼科医学，无论如何都不能放

弃。手术刀重量很轻，却寄托着病人的希望，

代表着医学的神圣。”张效房查阅了国内外资

料，对各种同类手术进行对比研究，将国外的

一种小切口手术，在实践中逐步加以改进和简

化，形成一种不需特殊设备支持的简易手术。

这种方法不仅费用低廉，也可将手术时间控制

在 10—15 分钟，最快的只需 6 分钟，大大减轻

了患者的痛苦和经济负担。20 多年来，这种

“小切口手法白内障摘除术”在基层医院得到

普遍应用，各地进行这项手术不下 2000万例。

张效房倾其一生帮助无数眼疾患者重见

光明，1991 年被授予“国家有突出贡献专家”荣

誉称号，1997 年被授予“全国优秀科技工作者”

荣誉称号。70 多年来，他还培养了大量的眼科

临床人才，先后培养眼科硕士、博士 70 余人，

其中不少人已成为业界和学术界的权威。“他

对患者的仁心、大爱，使广大眼病患者收获了

很多温暖和感动。他对眼科事业的执着，值得

每一位医务工作者学习和践行。”中华医学会

眼科学分会孙兴怀教授说。

“少活几年没关系，我一
定要抓紧时间报答祖国”

退休后，本可以安享晚年的张效房，始终

没有离开为患者服务的岗位。“我现在年纪大

了，临床工作少了，就分担一下年轻大夫的负

担 ，做 好《中 华 眼 外 伤 职 业 眼 病 杂 志》的 工

作。”翻开他审看过的论文，每一页都满是精

心修改的痕迹，印证着他对医学严谨的态度，

对病人真挚的关爱。

每次他坐诊，慕名而来的患者常常挤满

候诊厅。他顾不上喝水，也没时间上厕所，长

时间待在诊室里，倾力为患者诊治。为了尽

可能帮助更多患者，他还像年轻时候一样加

班加点，尽量满足患者的就诊需求。“有的病

人是大老远赶来的，就等我诊治。我给人家

解决不好，对不起病人。”他说。

其实，张效房是一位做过 10多次手术的癌

症患者。一次手术前，他自知其中风险，于是把

毕生积攒的 120 万元捐赠出来，用于建立眼科

医学学术基金，资助和奖励年轻医生。手术后，

他几乎每天都在门诊、查房和教学中度过，晚上

回到家后还要继续修改论文。张效房说：“少活

几年没关系，我一定要抓紧时间报答祖国。”

去年，适逢张效房教授百岁诞辰，郑州大

学第一附属医院举办了“张效房教授从医从

教 75 周年学术思想研讨会”。回首百年，壮心

不已，张效房说：“今天的成就，离不开党的引

导和教育。活着一天，工作一天，服务一天，

奉献一天，永远站在为病人服务的第一线，永

远站在为眼科事业服务的第一线。”

从事眼科研究及临床实践70余年，百岁老人张效房——

“永远站在为病人服务的第一线”
本报记者 任胜利

采访张效房，印象最深的是他火热的激

情和奋斗的力量。他的学生们及科室的所有

人，也有同感。大家都说：“看到他在，就有激

情，就有力量，就有胆量”“不像个百岁老人，

像个充满朝气的青年”……

这种力量，来自哪里？唯有不忘初心，方

可善作善成、一往无前。我想，是初心，拓展

了他生命的长度，让他永葆青春的力量，永葆

奋进的姿态。

永葆奋进姿态

2 月 8 日，长沙地铁 6 号线湘雅三医院站至六沟垅站暗挖区间项目现场，几名来自四川的工人在安装拱架……春节临近，该项目通过发放

新年红包、春节慰问物资和筹备年夜饭等措施，让留守岗位的 400 多名建设者安心暖心就地过年。 李 健摄（影像中国）坚守岗位 安心过年

在重庆北碚区，城区繁

华地段有座办公楼，闲置多

年。来打听的人不少，可就

是无人接手。为啥？

“从‘租楼’到‘开业’，要

好几道难关呢。”缘泉养老服

务有限责任公司负责人胡文

洁说，作为一家小型民企，最

终能下定决心来此创业，源自

北碚区优化政务服务、优化营

商环境等方面的不断努力。

企业遇到难处
立马协调沟通

刚开始时，胡文洁遇到

不少难处：“第一道关就是加

装电梯。”这栋楼建于上世纪

80 年 代 ，想 要 楼 内 装 电 梯 ，

对一栋 40 年的老楼来说，耗

时 耗 力 耗 财 ，还 有 安 全 隐

患。楼外加装电梯，又碍于

老城区容积率的要求，无法

获批。

盘下这楼，胡文洁是想

办个老年公寓，不装电梯还

真不成。于是，2020 年 3 月

初，胡文洁就找到北碚区民

营经济发展服务局，推开了

局长张纯辉的门……

“大家都知道，只要民营

企业有难处，都可以到这里

来。”胡文洁说，她以前也找

过民经局解决难题，有底气。

现场调研和查询相关规

定后，张纯辉请 5个相关部门

开了场联席会，最终以会议

纪要的形式批准了胡文洁的

请求：她可以在所租办公楼的天井内，楼外加装一部电梯。

“其他几道难关，也都在民经局的协调下解决了。比

如，合同能否从三年一签改为六年一签、房屋由办公用途

调整为养老用途。”胡文洁说。

“我们努力构建亲清政商关系，营造一流营商环境，

切实帮助企业解决生产经营中的实际困难和问题。”北碚

区委书记周旭介绍，北碚区为此出台了大力发展民营经

济的政策，还成立了民营经济发展服务局。

对规模小、底子薄的民企来说，“融资难”是更具有共

性的难题。2020 年 3 月，有 400 多名员工的重庆天盛金

属制造有限公司的经营活动，就因为 200 万元的流动资

金卡住了……

“贷款到期得还，逾期就很难再贷了。但是，我们缺

钱买原材料，不买就完成不了订单。”公司相关负责人黄

俐说，重新贷款的流程至少得一个月，在找上民经局后，

对方推动银行加快进度，一周内放款，解了燃眉之急……

近年来，北碚区助力民营企业的融资达到 28 亿元。

政务服务提速 营商环境改善

2018 年，北碚区被确定为重庆市唯一的民营经济综

合改革示范试点。“如何能更有效助力民营企业发展、改

善营商环境呢？我们就成立了民经局这样一个专门机

构，负责收集、汇总、研判企业所反映的问题，交办给政府

相关职能部门限时办理。超时未完成的，会催办督办。

区级部门无法解决的，由民营企业困难问题协调工作领

导小组专题研究解决。”张纯辉说。

其实，服务民营企业，北碚区并非只靠民经局；但民

经局激活了北碚整体营商环境改善的动力。

“项目还没开始建设，环保、税务等部门就和我们对

接相关业务了。把工作做在前边，能省下来不少时间。”

重庆智慧首投置业有限公司去年刚刚和北碚签约，来自

江苏的负责人董强说，这里的营商环境让他安心。“服务

人员都放慢语速，为我介绍详细情况；确认我都弄懂了，

才放心让我离开。”

“这里没有太多的繁文缛节和领导架子。干事创业

是主流。”江苏徐工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西南总部负责

人鲁渝华说。

政务服务在提速。“民经局的催办督办，成为我们不

断改革创新的动力。”北碚区环保局副局长黄肖波说，环

保方面进行全过程减负，行政许可事项时限压缩比超过

77% ，即 办 件 比 例 超 过 60% ，企 业 平 均 跑 动 次 数 为

0.23 次。

工作理念在转型。“变‘企业上门求服务’为‘干部主动

送服务’。”北碚区税务局副局长石磊说，他们精选了一批年

轻骨干担任“线上专员”，与有需求企业结对。主动筛查并

告知符合减税降费条件却未申报的企业，确保应享尽享。

“区领导、各部门、各街镇分头对全区民营企业走访，

现场收集企业困难；再通过部门、分管区领导、民营企业

困难问题协调工作领导小组会议这三级处置机制来化解

相关难题。目前，全区已化解 5800 多件难题。”北碚区工

商联党组书记范永晖介绍说。

强化“一企一案”引来企业落户

鲁渝华也曾到处考察、多方接触，一心想给企业找个

最好的落脚地。“落户后咋扶持，北碚的举措很实在。”鲁

渝华说。

“我们正在不断更新完善成长型企业培育库和‘顶天

立地’目标企业库，强化‘一企一案’重点培育。”北碚区政

府区长何庆介绍说。

3 年时间，从数量上看，北碚民营企业从 1.2 万户增

长到超过 2 万户，增长近 70%；从质量上看，北碚科技型

企业年均增长 81.5%，3 年增长 3 倍以上。如今，北碚已上

市和挂牌的民营企业达 17 家。

重庆顺多利机车有限责任公司近来正筹备上市。“没

有区里的支持和鼓励，我们也没有今天。”董事长周继群

说，区里经常邀请金融、法律等方面的专家顾问授课，以

提升民营企业负责人对资本市场的认识水平。

“我们出台了专门的文件，提出营造企业家健康成长

环境、弘扬优秀企业家精神等 29 条意见，制定具体实施措

施，并落实责任单位，还创办了民营经济学院。”北碚区委

常委、统战部部长吴萍说，尊重企业家、爱护企业家、支持

企业家的口碑正引来越来越多的民营企业落户北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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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次来都有新收获，对未来发展就多一份

信心。”澳邦制药（横琴）有限公司技术发展总监

刘帝恒，每周都要跑一趟珠海横琴粤澳合作中

医药科技产业园。这一次，他跟产业园副总裁

冯准敲定了新建口服汉方中成药厂的细节……

“第一期投产预计年产值 7 亿元。”刘帝恒

说，“比公司目前的产值增长 30 多倍。”

受制于当地市场规模等因素，主要生产外

用中成药的澳门澳邦药厂成立 10 多年来，发

展一直不温不火。粤澳合作中医药科技产业

园落地广东珠海横琴新区后，澳邦制药（横琴）

有限公司 2017 年完成注册登记，确定入驻园

区孵化区。

这一孵，就孵出了名堂。刘帝恒说，产业

园一头连着内地丰富的人才资源；一头打通产

品走向全球的渠道，还配备了国际一流的实验

室和通过中国及欧盟 GMP（药品生产质量管

理规范）认证的中试车间。“拥有高端的公共研

发平台和广阔的发展空间，对我们这样的企业

来说，过去想都不敢想。”

刚入驻时，澳邦公司就和产业园共同向澳

门科学技术发展基金申请 100 万元的研发资

金，对旗下产品莲花万应膏进行纳米化改良，

计划今年一季度在澳门上市。产业园还协助

澳邦筛选、优化了莲花万应膏等品种的外用

药，完成在莫桑比克的植物药注册。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高质量建设粤

港澳大湾区，让刘帝恒对“十四五”充满期待。

“ 未 来 5 年 ，澳 邦 会 把 发 展 的 重 心 放 在 大 湾

区。”他说，公司将跟产业园合作，建设一个规

模更大的新厂，目前已完成可行性论证。

2020 年 10 月发布的《粤港澳大湾区中医

药高地建设方案（2020—2025 年）》，允许在澳

门完成注册的中成药到大湾区销售；11 月 25
日，国家八部门联合发布的《粤港澳大湾区药

品医疗器械监管创新发展工作方案》，支持在

横琴粤澳合作中医药科技产业园发展中医药

产业……一次次政策利好，更坚定了刘帝恒的

信心，“在产业园支持下，我们正加速研发经典

方口服中成药，同时积极争取通过相关程序获

得内地 GMP 认证。”刘帝恒说，融入大湾区，相

信企业会有更大的发展空间。

珠 海 横 琴 新 区 相 关 负 责 人 介 绍 ：截 至

2020 年底，横琴新区实有澳资企业 3575 家；

2020 年 新 登 记 澳 资 企 业 1395 家 ，同 比 增 长

67.47%。产业园孵化区 2018 年底落成至今，

注册企业 186 家，其中通过产业园平台培育的

澳门企业 44 家，占注册企业的 23.65%。

澳门药企技术发展负责人刘帝恒——

融入大湾区 空间更广阔
本报记者 贺林平

新征程 新期待

上图：张效房在办公室。

左图：张效房（左二）在工作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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