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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 8 月 19 日是第四个中国医师节，主

题是“百年华诞同筑梦，医者担当践初心”。

大医精诚，仁心仁术。无论是在新冠肺炎

疫情防控中，还是在日常诊疗活动中，广大医

疗卫生工作者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

同时间赛跑，与病魔较量，筑起护佑人民健康

的钢铁长城，用实际行动践行了“敬佑生命、救

死扶伤、甘于奉献、大爱无疆”的新时代医疗卫

生职业精神，谱写了护佑人民健康的新篇章。

敬佑生命敬佑生命 守护人民健康守护人民健康

“如果祖国有需要，我会再一次出发，用

生命来守护人民的生命安全。”首都医科大学

附属北京朝阳医院副院长童朝晖说。

武汉、北京、哈尔滨、吉林、青岛、石家庄、

通化……去年以来，童朝晖先后奔赴多个“抗

疫战场”，连续抗疫 250 余天，行程超过 2 万公

里。他始终战斗在抗疫最前沿，成功救治了

大量危重症患者。

“ 守 在 患 者 身 边 ”，是 童 朝 晖 的 习 惯 。

2020 年 1 月 18 日，童朝晖作为中央指导组专

家抵达武汉。面对肆虐的疫情，童朝晖一头

扎进病房，快速摸清新冠肺炎重症患者情况，

提出将重症患者救治作为重中之重的建议。

童朝晖和其他重症专家一起制定了气管

插管流程，对如何具体操作、如何做好防护等

问题，一一作出解答。每到一个床位，他都会

趴在患者面前，查看患者气管插管位置、气囊

压力、呼吸机模式以及参数设置等，甚至连床

单元的摆放等细节都不放过。“适宜的气囊压

力摸上去的手感，比摸自己的鼻尖要软一些，

比嘴唇摸着要硬一些。”他的这些临床经验，

都是从一线得来的。

2020 年除夕之夜，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二

附属医院副院长张忠德临危受命，奔赴抗疫

前线。在前往武汉的高铁上，整个车厢只有

他一个人。到达武汉之后，见到接站人员，他

问的第一句话是：“患者在哪里？”

张忠德从事中医呼吸疾病、急诊重症救

治工作 30 多年，是一位经验丰富的临床专

家。去年在武汉抗疫期间，他平均每天工作

十几个小时，连续奋战 73 天，交出了一份出

色的“抗疫答卷”。

今年以来，张忠德再次出征，参与了广

东、江苏、云南等由德尔塔毒株引发疫情的救

治指导工作。有一次，一位重症病人出现严

重的胃肠道症状：腹部胀满、大便不通、胃肠

潴留明显。专家组用中药为这名病人退烧、

通腑，很快稳住病情。

作为院感防控专家，中南大学湘雅医院

医院感染控制中心名誉主任吴安华不惧风

险，多次深入疫情防控一线。去年，吴安华前

往武汉参加疫情防控，在 72 天的奋战中，他

为 125 支医疗队的近 1.4 万名医务人员做过

感控培训。“作为感控人员，我们要有一种无

私无畏的精神，要有一种乐于奉献的情怀。”

他说。

天津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副主任张颖是

一位大胆细心的“神探”。在天津市宝坻区百

货大楼疫情防控中，张颖对病毒“传播链条”

的精彩讲解走红网络。在流行病学调查中，

她常常通过情景重现，精确描绘出病毒传播

的“路线图”。

“比如有一个阳性感染者曾经去过医院，

在医院里走了很多圈。我们必须从进医院大

门开始，沿着他走过的路线验证他说的是否

正确。几点去的，待了多长时间，跟谁接触

过，中间经过哪些诊室，经过哪个楼道，旁边

有什么样的情况，都必须落实到位。”张颖说。

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期间，有一位科学家

连续作战 200 多天，积劳成疾，不幸离世，年

仅 53 岁。他叫赵振东，生前任国务院联防联

控机制科研攻关组疫苗研发专班技术组组

长、中国医学科学院病原生物学研究所研究

员，被誉为“新冠疫苗守护者”。

为了加快实验进展，赵振东总是第一个

到实验室，最后一个离开。赵振东团队的一

项研究成果是构建新冠病毒复制子体系，为

抗病毒药物的筛选和评价提供了安全有效的

工具。他还带领课题组开展了多项新冠疫苗

研究，将生命的最后一点光亮献给了祖国的

医学事业。

救死扶伤救死扶伤 不负性命相托不负性命相托

“对于每一个患者，医生都要做‘加法’，

每一次手术都要让患者有所得。”这是中国工

程院院士、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手外科主

任顾玉东的肺腑之言。

1986 年，黑龙江佳木斯的一个年轻人因

骑摩托车遭遇车祸，肋骨被撞断，按照以往的

经验，患者侧膈神经、副神经和颈丛神经全部

受到损伤，基本无法救治。但是，顾玉东没有

放弃最后一线希望，他认真总结过去 1000 多

例手术的经验，提出一个大胆的想法：或许可

以将臂丛神经中的颈 7 神经借过来，使患者

瘫痪的手臂重新恢复功能。

于是，顾玉东向医学“禁区”发起挑战。

经过 10 个小时的显微手术后，他兴奋得一夜

未眠，第二天早上 6 点就赶到医院。“等他清

醒以后，我就叫他把手举起来，结果他真就举

起来了。我心里的石头一下就落地了！”

从世界第一例膈神经移植手术到首创

“ 第 二 套 供 血 系 统 ”“ 健 侧 颈 7 神 经 移 位

术”……顾玉东怀着对患者的仁爱之心，不断

攀登医学高峰，创造了许多奇迹。

在北京大学第三医院产科主任赵扬玉的

门诊中，从全国各地转诊来的凶险性前置胎

盘、妊娠合并症等高危孕妇占到八成以上。

她常年保持 24 小时电话畅通，深夜接到急救

电话随叫随到。

2012 年，赵扬玉收治了一名从外院转诊

来的重型胎盘植入产妇，妊娠 34 周突发腹腔

内出血，术后虽然母子平安，但因出血汹涌，

最终子宫被切除。此事让赵扬玉开始思考，

如何尽可能保全母婴双方。通过不懈的努

力，赵扬玉团队率先在国内提出“胎盘植入凶

险预测方法”，并创新止血九步手术法，提高

了抢救的成功率。

在湖北省黄梅县孔垄镇邢圩村卫生室的

墙壁上，挂满了村民送来的锦旗。因为这里

有 一 位 深 受 百 姓 喜 爱 的 乡 村 医 生 —— 邢

锦辉。

邢锦辉 1993 年考入黄梅县卫校，毕业后

一直坚守在邢圩村卫生室，成为村民健康的

“守门人”。有一年，孔垄镇孔西村来了一名

盆腔炎患者，当得知患者家庭经济拮据时，邢

锦辉决定为其减免费用。经过两个多月的精

心治疗，终于为患者解除了病痛。

“凭良心做人，按良心行医。”这是邢锦辉

的座右铭。几十年来，她主动为丧偶患者、残

疾人患者减免治疗费，对孤寡老人、贫困户一

律免费治疗。她说：“健康所系，性命相托。

作为医生，不但要有高超的医术，更要有为病

人服务的崇高精神。”

甘于奉献甘于奉献 扎根偏远地区扎根偏远地区

“ 驻 点 台 江 县 ，帮 扶 黔 东 南 ，辐 射 贵 州

省。”在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台江

县，有一位来自浙江的医护人员，她让一家原

来“排名垫底的小医院”，变成了具有区域影

响力的县级综合医院。

她叫汪四花，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

医院主任护师。自 2016 年起赴台江县人民

医院担任院长，默默坚守了近 5 年时间。汪

四花引进管理新理念，制定和改进了 300 多

项规章制度和工作流程，并将当地医护人员

送到浙江进修，大大提升了县医院的医疗水

平和服务质量。

“改变落后医疗条件，为佳县人民服务

50 年。”这是陕西省榆林市佳县人民医院儿

科原主任路生梅的郑重承诺。推广新接生

法、创办正规儿科、创建爱婴医院、落实儿童

免疫……路生梅扎根黄土高原，一待就是 50
多年，用一颗爱心守护着百姓健康。

路生梅记得：有一次出诊，她徒步一个多

小时来到一名待产妇女家中，进门时发现产

妇已经生产，就坐在一个土袋子上。家人担

心产妇休克，准备用一把黑乎乎的剪刀剪断

脐带。这一幕让她格外痛心。“慢着！”路生梅

冲过去夺下剪刀，一边向家属解释，一边拿出

消毒器械，给孩子断脐、包裹。

1999 年，路生梅退休后，谢绝了很多医

院的高薪邀请，留在佳县，义务出诊。路生梅

说：“自己说过的话，一定要用行动去兑现。”

“这个事儿我得去！高原需要我，我就应

该尽最大的努力。”2015 年，中国医学科学院

北京协和医院检验科副主任邱玲主动报名援

藏，成为首批医疗人才“组团式”援藏专家的

一员。

进入西藏自治区人民医院后，邱玲广泛

调研了常见病种、患者情况及检验科的服务

能力。经过 3 年多的努力，该院检验科成为

符合国际标准的临床实验室。援藏期满后，

她又 5 次返藏，为高原医疗事业贡献力量。

自 2016 年起，我国医疗人才“组团式”援

疆号角吹响。在援疆团队支援下，2017 年 12
月，和田地区人民医院成立了眼科，为当地白

内障患者带来了光明。患者艾比布拉患有严

重的先天性白内障，几近失明。在援疆专家

的帮助下，他先后在和田、天津完成多次手

术，终于走出黑暗。

在援受双方共同努力下，新疆受援医院

医疗服务能力、医院管理水平、人才梯队建

设、科研教学能力等均有了显著提升，就医环

境明显改善，患者满意度不断增强，新疆卫生

健康事业实现了跨越式发展。

谱写护佑人民健康新篇章
—致敬2021年“最美医生”

本报记者 白剑峰 杨彦帆

近日，北京市海淀区

农科所积极推广数字化、

精细化管理技术，应用数

字农业云平台系统，涵盖

环境在线监测、远程灌溉

控制等功能，可实现栽培

过程全程记录追溯。图为

科研人员李红波（左）正在

向村民介绍手持式无损测

糖仪的使用方法。该仪器

不需要将水果切开即可快

速检测果实糖度，便于分

级、处理、包装作业。

本报记者 贺 勇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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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匠绝活工匠绝活R

刘立忠：中国工艺美术大师，国家级非

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磁州窑烧制技艺代表性

传承人。他从事磁州窑技艺传承、研究 50
余年，在传统绘画风格纹样基础上，改革创

新出几十种装饰纹样；历经千百次艰辛尝

试，成功复原磁州窑失传已久的装饰技法

20余种。

河北邯郸市峰峰矿区磁州窑

盐店遗址博物馆院内，矗立着一

排青砖斑驳的平房，这是磁州窑

艺 术 大 师 刘 立 忠（见 上 图）工

作室。

静谧的环境中，简单的刷子

和画笔，刘立忠在泥胎上专注地

创作……在一件上了白釉的瓷器

上，他正运用一种独特的装饰技

艺：红绿彩绘。

磁 州 窑 是 我 国 古 代 北 方 著

名的民间瓷窑，在宋金元时期达

到高峰，延续至明清民国。可惜

的是，其中一些制作技艺逐渐失

传了……

红 绿 彩 绘 就 是 其 中 一 种 。

刘立忠运用特殊调制的红、绿两

种颜料，在瓷器上绘制飘逸的图

案后，整个瓷器色彩高度和谐，

空间布局巧妙，经久耐看，充满

韵味。

在瓷器展览上，中国古陶瓷

学会原会长王莉英，对刘立忠的

红绿彩绘作品爱不释手，连连赞

叹：“这个味儿正！”

然而，复原红绿彩绘技法并

非易事。几十年前，峰峰矿区彭

城镇就有资深制瓷艺人尝试恢复

红绿彩绘技法，但与古代瓷器图

案比对后，被认为“色彩不够接

近，少了韵味”。

生于陶瓷世家，刘立忠师从名匠，熟练掌握了磁州窑

民间陶瓷制作的“72 道工序”，其中尤以“画工”见长。他

潜 心 磁 州 窑 技 艺 抢 救 、传 承 50 余 年 ，使 这 一 技 法 重 获

新生。

与官窑不同，历史上对于磁州窑这种民间窑系的记载

仅有零星一点，缺少完整篇幅，资料匮乏。几十年中，刘立

忠收集整理磁州窑历代瓷片上万片，手绘编写瓷片目录

2000 余幅，不仅改革创新出几十种独特的装饰纹样，还将

红绿彩绘、珍珠地装饰、凸线纹装饰等 20 余种失传已久的

制瓷技法、装饰技法成功复原。

且不论画工和烧制技艺，仅仅是复原红绿彩技法中的

红色，就面临着诸多困难。“古瓷器上那种红不能太艳，也不

能太亮，要柔，又要美，复原难度很大”。刘立忠说，他曾请

颜料师傅先后开出至少 8 个配方，昼夜不断尝试。

有时颜色不对，有时釉料烧黑了……每种配方，刘立忠

都试烧了上百次，但无一理想。一年冬天，刘立忠换蜂窝煤

时，突然发现燃尽的煤球孔洞内，一种红色的结晶体跟金代

红绿彩釉料的红，非常相似。他小心翼翼地将这种结晶体

刮下。几经试验，他发现只有半湿的煤球燃烧后才会产生

这种釉体。

萃取结晶、稀释、加入特殊试剂、画瓷、烧制……“成功

了！”刘立忠如释重负，如孩童般欢呼雀跃起来。

尽管年过七旬，刘立忠如今仍时不时推着旧自行车，拎

着蛇皮袋，在建筑工地、废弃古窑里淘着旧瓷片。在刘立忠

看来，所谓绝活，并非奇工巧术，“它只是在对技艺不断精益

求精的过程中，一步步地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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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一版）一项项创新举措在中共中央、

国务院印发的《关于支持深圳建设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的意见》中明确，《意见》

印 发 两 年 来 为 深 圳 打 造 创 新 高 地 指 明 了

方向。

“十四五”开局之年，深圳坚持在实施创

新驱动发展战略上走在前列、勇当尖兵，提出

实施创新发展“五大行动”，深化完善“基础研

究+技术攻关+成果产业化+科技金融+人才

支撑”全过程创新生态链，加快建设具有全球

影响力的科技和产业创新高地。

实施基础研究夯基行动，提升创新引领

力。深圳坚持将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作

为科技创新的先导，持续加大投入，打造原始

创新策源地。“十三五”时期市级科研资金投入

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的比重从 12%提高到

30%以上。如今，深圳已通过特区立法明确政

府投入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的资金不低

于市级科技研发资金的 30%。完善基础研究

长期持续稳定的投入机制，深圳的目标是未

来 5 年研发投入强度跻身世界一流，不断提

升源头创新能力，掌握竞争和发展的主动权。

实施关键核心技术攻关行动，提升创新硬

实力。在今年的市政府工作报告中，深圳提出

开展 50 个以上关键核心技术攻关项目。为推

动技术攻关，深圳着力创新组织模式，支持头

部企业和战略科研平台组建创新联合体，推

动大中小企业融通创新；建立“需求方出题、

科技界答题”新机制，“一技一策”解决创新升

级问题……

今年入驻龙华区的国家高性能医疗器械

创新中心，由多家科研机构和企业联合组建，

重点布局的五大关键共性技术研发平台已投

入运行。“我们正在打造贯穿创新链、产业链

和资金链的高性能医疗器械产业创新生态系

统。”国家高性能医疗器械创新中心主任郑海

荣介绍，目前已实现多种共性技术的转移扩

散，并与相关领域多家龙头企业开展合作。

实施成果产业化加速行动，提升创新驱

动力。深圳强化产学研深度融合的创新优

势，加速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作为

新型科研机构，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

究院已构建起以科研为主的集科研、教育、产

业、资本为一体的微型协同创新生态系统。

“目前，我们正着力探索‘楼上楼下’创新创业

综合体。”研究员傅雄飞介绍，“楼上”的科研

人员致力原始创新，“楼下”的创业人员负责

对原始创新实施工程技术开发和中试转化。

从大力发展创业投资到构建市场导向的

人才分类评价激励体系，深圳还着力实施科

技金融深度融合行动、创新人才汇聚行动，提

升创新支撑力、原动力。

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深圳经济

发展的新动能、新势能持续增强。今年 1 至 7
月，全市新登记商事主体突破 29.9 万户，同比

增长 6.1%。其中，数字经济、高端装备制造、

新一代信息技术等战略性新兴产业新登记企

业主体近 3.5 万户，同比增长 74.7%，全市国

家级高新技术企业总量超过 1.86 万家。

“科技创新是深圳肩负好新时代历史使

命的关键支撑。”广东省委副书记、深圳市委

书记王伟中表示，深圳将切实担当起推进高

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责任，加快建设具有全

球影响力的科技和产业创新高地。

本报武汉 8月 17日电 （记者强郁文）近日，中国气象局

宣布在湖北宜昌设立三峡国家气候观象台。这是中国气象局

于 2019 年遴选出 24 个国家气候观象台后增设的首个国家气

候观象台。

据了解，三峡国家气候观象台将立足三峡库区及我国东

西地形过渡区、南北气候过渡带特点，进一步推进三峡地区气

候适应、极端气候监测与气候变化影响评估、气候资源开发利

用和气象服务应用研究；按照地球系统综合观测站、研究型业

务平台、生态与气候服务平台、国内外开放合作平台和人才培

养平台“一站四平台”的五大功能定位进行建设。其中，结合

国家重大战略需求，三峡国家气候观象台将开展长江三峡库

区长期、连续的陆—气和水—气通量观测，使其成为三峡库区

气候变化、生态文明建设和环境保护建设的科技支撑系统；增

强陆地—大气边界层结构和近地层气象观测能力，建设三峡

库区及长江航道晴空大风、持续性大雾、极端强降水、强雷电

等极端天气气候事件监测网；围绕三峡库区气候敏感性、生态

环境脆弱性等评估需求，推进生态气象环境监测体系、生态功

能服务评估体系及生态安全与地质灾害监测评估体系的监测

能力建设。

中国气象局设立三峡国家气候观象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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