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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五个“中国医师节”前夕，中宣部、国

家卫生健康委联合发布 2022 年“最美医生”先

进事迹。丁仁彧、马文义、许润三、孙宁、张静、

周行涛、胡敏华、高琪、管向东、潘凤等 10 名个

人和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国家流调专家队光荣

入选。

健康所系，性命相托。每一次出诊，每一

台 手 术 ，每 一 次 逆 行 出 征 ，每 一 场 疫 情 防 控

……广大医务工作者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生命

至上，用大爱和责任守护人民健康，彰显了白

衣 战 士 的 使 命 和 担 当 ，赢 得 了 社 会 的 广 泛

赞誉。

生命至上，再苦再累也值得

“我的目标只有一个，挽救重症病人的生

命。”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重症医学科

副主任、主任医师丁仁彧话语铿锵。

2006 年毕业时，丁仁彧一头扎进了重症医

学科，一干就是 16 年。2020 年新冠肺炎疫情

发生后，丁仁彧主动请缨支援武汉。一次，一

名患者病情突然恶化，血氧饱和度直线下降，

出现严重的呼吸衰竭。丁仁彧立刻作出反应：

“快，做气管插管！”

穿好隔离防护服，连好呼吸机、调整呼吸

机参数、处理穿刺置管、泵注镇静药……经过

手术后，患者表情慢慢舒缓，丁仁彧长长地出

了一口气。这时候，3 个多小时已经过去。

“随时关注患者的病情变化，每天都处于

紧张状态，但治病救人是我的职责，再苦再累

也值得！”丁仁彧说。

穿上白大褂，胸前佩戴党员徽章，这是中

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重症医学科主任、主任医

师管向东的习惯。他的医生帽上还绣有“党员

管向东”几个字。他说，希望患者看到“党员”

时就能安心、放心，也希望这两个字时时鞭策

自己。

在日常诊疗中，管向东总是把患者的需求

放在第一位。他注意到，重症监护室里的患者

渴望关爱，家属也希望及时了解病情和治疗进

展，于是提出“打造有温度的科室”，鼓励医护

人员至少每天与每名患者的家属交流一次，及

时沟通患者的病情并回答家属的疑问。

“手部消毒、环境消毒一定做到位”“检查

一下防护服、护目镜、口罩佩戴情况”……每天

上岗前，山东省威海市立医院感染性疾病科主

任张静总会先到门诊，叮嘱医护人员做好防护

工作。

“科室要想发展，就要从传统的传染病防

治转变为大感染的概念。”张静说。2014 年 10
月，由她牵头组建的感染性疾病科病房投入使

用，成为感染性疾病学科领域的创新之举。

许润三是第三届国医大师、中日友好医院

中医妇科主任医师，治愈不孕症患者数以千

计。他说：“看病要专注，一辈子研究透一个病

就行。”

许润三潜心钻研，运用中医理论系统论

述 了 输 卵 管 阻 塞 的 病 因 、病 机 ，并 确 定 了 中

医 病 名 、诊 断 要 点 和 特 色 疗 法 ，形 成 一 套 行

之有效的中医诊疗方案。如今，许润三已年

过九旬，依然在临床一线出诊。他常常教导

年轻医生：“我们要体谅患者的不易，‘医乃仁

术’，不能做冷冰冰的医生，诊疗要有温度和人

情味。”

辛勤付出，不放弃任何
一名患者

青海省黄南藏族自治州泽库县位于海拔

3700 米以上，条件艰苦。在这片草原上，有一

位深受牧民群众信任的医生马文义。

马文义是县人民医院内、外、妇、儿、骨科

样样精通的“多面手”。他和同事们开展的腹

腔镜下胆囊切除加胆总管探查术等，填补了当

地医疗技术空白。

多年来，草原牧民和马文义建立了深厚的

友谊。有些牧民去县城的医院看病时，还会给

马文义带去新鲜的牛奶。“泽库草原哺育了我，

我要用精湛的医术回报这片草原。”马文义说。

一个药箱，一背就再没放下；一座山，一守

就是 20 余年。20 多年来，贵州省安龙县普坪

镇鲁沟塘村乡村医生潘凤走遍了鲁沟塘的家

家户户。

70 多岁的王发珍每次来到卫生室，都只要

五角钱的去痛片。潘凤每次都给老人仔细检

查，发现她要么高烧，要么胃病，去痛片不但治

不好，有时还对病情起反作用。因此，潘凤没

按老人“要求”做，而是对症下药，开的都是几

元到几十元的药。老人先后到她的卫生室 20
余次，可潘凤收费总共不到 5 元。潘凤说：“乡

村医生责任重大，我把青春留在这里，也愿意

用一生守护百姓健康。”

北京儿童医院新疆医院党委副书记、院长

孙宁，被誉为小儿泌尿外科的“一把刀”。尿道

下裂是一个高难度手术，他一般要缝合 200 到

300 针、打 800 到 1500 个结。孙宁认为，除了要

让孩子恢复正常功能外，还要做得好看。为了

这个目标，孙宁精益求精。

2021 年 2 月，64 岁的孙宁毅然接受医院委

派远赴新疆对口支援。“我是一名医生，更是一

名共产党员。国家有需要，那里的孩子们有需

要，我就必须去。”

“医生不仅要治病救人，还要做更有意义

的事。”孙宁说，等到北京儿童医院新疆医院建

成后，患者就不用跑到更远的地方去看病了。

“不放弃任何一名患者”，这是江西省南昌

市第九医院艾滋病治疗中心主任、主任护师胡

敏华从事护理工作的信条。

2003 年，南昌市第九医院病房里的一名艾

滋病患者让胡敏华至今印象深刻：患者血管找

不到，要抽血检测，只能做静脉切开术，这样一

来，医生和护士就会有感染的风险。胡敏华接

过 同 事 手 中 的 针 管 ，从 容 地 协 助 医 生 完 成

操作。

2010 年，胡敏华开通了“与艾滋病为邻”微

博，越来越多的艾滋病患者通过微博联系胡敏

华 ，不 仅 收 获 了 防 治 知 识 ，更 得 到 了 精 神 慰

藉。2021 年，胡敏华荣获第四十八届南丁格尔

奖章。

用 22 年时间跟踪治疗一户角膜遗传疾病

家庭，为一名近视 1400 度的患者实行眼内镜手

术……复旦大学附属眼耳鼻喉科医院院长周

行涛不断突破，为患者带来了光明和希望。

一次，周行涛为一名四岁半的患者做手

术，小患者非常配合，让他很感动。手术后，他

看着小患者的眼睛日渐明亮，如同看着自己的

孩子。

近年来，他致力于将近视防控关口前移，

带领团队创立“近视小飞侠”志愿服务团队品

牌，开展线上线下互动科普，建立儿童与青少

年屈光发育档案和动态数据库，每年为残疾儿

童进行多次义诊。

科研攻关，织牢公共
卫生防护网

我国曾是疟疾流行严重的国家。1983 年，

江苏省血吸虫病防治研究所研究员高琪刚从

事疟疾防治时，全国仍有近 300 万疟疾感染者，

当时他就有个梦想：“把 300 万降到 0。”

夏季到农村蹲点，白天挨家挨户进行传染

源调查，晚上通宵达旦在田间和猪圈捕蚊子

……为了掌握第一手资料，高琪长期坚守在疟

疾防治一线，经常是一脸灰、一身泥，被蚊虫叮

咬过敏红肿更是常事。长期的一线经历、扎实

的研究功底，让高琪在疟疾防治领域取得了许

多研究成果。他和团队经过试点总结了以“线

索追踪，清点拔源”为主要原则的消除疟疾新策

略，被世界卫生组织作为消除疟疾的“中国方

案”纳入消除疟疾技术指南并向全球推广应用。

2021 年，中国正式获得世卫消除疟疾认

证。高琪在高兴之余，仍在国内外疟疾诊治和

防止输入再传播等问题上探索，他说：“我的工

作远没到停下来的时候。”

哪里有疫情，哪里有危险，哪里就有他们

的身影。在疫情防控阻击战中，抗击新冠肺炎

疫情国家流调专家队一次次赢得先机。

同时间赛跑。做流调工作不能放过任何

蛛丝马迹，既需要很强的专业能力，又需要丰

富的实战经验。为进一步发挥流行病学调查

在新冠肺炎疫情应对处置中的关键作用，国家

卫生健康委会同国家疾控局，从中国疾控中心

和各地疾控机构遴选了一批流行病学调查、疫

情分析、实验室检测等领域的专家，组建国家

流调专家队。他们分片区对口包干、随时待

命，一旦有地方报告疫情，就以最快速度赶赴

现场，支援疫情发生地迅速开展流调溯源、风

险排查、疫情研判工作，提高疫情处置的科学、

精准水平，力争以最短时间、最小成本来控制

住疫情传播。国家流调专家队枕戈待旦、昼夜

不息，织牢了公共卫生防护网。

深耕医学，践行仁心仁术；勇攀高峰，不负

生命重托。作为广大医务工作者的代表，“最

美医生”矢志不渝维护人民健康，深刻诠释了

“敬佑生命、救死扶伤、甘于奉献、大爱无疆”的

崇高精神，不愧为新时代最可爱的人！

用爱守护 不负重托
——2022年“最美医生”巡礼

本报记者 白剑峰 杨彦帆

【【
绝
活
看
点

绝
活
看
点
】】

■■工匠绝活工匠绝活R

新布制袼褙、制鞋帮、制底、绱鞋

……手工制作一双千层底布鞋，要用

到近 40 种工具，历经 90 多道工序，每

一道工序都关乎成品质量。

从业 17 年来，任晨阳既坚守传统

工艺，又注重研发新产品，让传统布鞋

赢得了更多人喜爱。

走进任晨阳（见上图，

本报记者施芳摄）的工作

室，一张斑驳的小木桌上

摆 放 着 弯 锥 、针 锥 、鸭 嘴

钳 、老 虎 钳 、锤 子 等 各 式

工具。

坐在小板凳上，任晨

阳低头弯腰，两膝顶着高

约 90 厘米的夹板，劈线、

穿针，用弯锥在鞋帮底部

扎出一个小圆眼，左右两

根 弯 针 从 圆 眼 里 交 叉 穿

过，将麻线在针头处绕圈、

盘扣，拽线、提帮、勒紧、锤

平……

“这是反绱的技法，关

键在于递针。”任晨阳一边

操作一边介绍，将针扎在

麻线中间，拽着线顺势就

把针带过来了。这个两三

秒钟就能完成的步骤，起

初他可是吃足了苦头：第

一 针 用 了 近 20 分 钟 也 没

找准位置，尖锐的弯针倒

是一次次扎到了手。

那是 2005 年，任晨阳

大学毕业，应聘到内联升

当了一名学徒，后来成为

“内联升千层底布鞋制作

技艺”第四代传承人何凯

英的弟子。“祖父母一直穿

内联升布鞋，我也喜欢做

手工，就想沉下心来学一门手艺。”任晨阳说。

“特别难，既要坐得住，还要有悟性。”回忆做学

徒的日子，任晨阳非常感慨。缝鞋讲究一气呵成，尤

其缝到拐弯处绝对不能起身休息，否则力度就不均

匀，影响成品质量。任晨阳身高 1 米 83，坐在低矮的

小板凳上绱鞋，一坐就是几个小时，下班后腰酸腿

疼，手指发麻。

“工必为之纯，品必为之精，业必为之勤，行必为

之恭，信必为之诚。”何凯英经常把内联升的师训挂

在嘴边。耳濡目染之下，任晨阳手艺日渐精进，兴趣

愈发浓厚。

内联升创办于 1853 年，百余年来，内联升布鞋

一直沿用传统工艺：手工纳制的千层底、手工绱鞋以

及使用纯天然材料，就连粘鞋底的糨糊都是高筋面

粉调制的。2008 年，“内联升千层底布鞋制作技艺”

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新布制袼褙、

制鞋帮、制底、绱鞋……千层底布鞋工艺总计 90 多

道工序，要用到近 40 种工具。“如果一个人制鞋，一

双千层底布鞋至少得 7 天。”任晨阳说。

每一道工序都有门道。譬如说制底，包括切底、

包签、圈边、纳底、锤底 5 道工序。将制好的袼褙按

照不同的尺码、款式切成底样，用纯棉长白布条包

边，按照男鞋 35 层、女鞋 31 层的规格，用麻线沿着千

层底的边缘约 1.5 毫米处纳上一圈。接着每平方寸

用麻线纳 81 针，“一字底”要纳 2100 针，“十字底”就

是 4200 针。不管横看、竖看、斜看，针脚都是一条直

线。纳好的鞋底用水闷湿，使麻线吸足水，然后用锤

子垂直锤打约 100 下。“鞋底偏大就倾斜 45 度向里

捶，鞋底偏小向外捶，以达到鞋底平整、鞋码一致的

效果。”任晨阳说，“麻线经过浸湿和捶打后变成一个

个坚实的麻钉，千层底磨损后不易脱裂。”锤好的鞋

底放到阴凉通风处阴干，舒适耐穿的千层底就制作

完成了。

内联升布鞋有正绱、反绱、明绱 3 种技法。其

中正绱最难，主要用于制作内联升经典产品——大

云棉鞋。“帮面正面朝上和鞋底进行缝制，但在正

面丝毫看不到缝制的痕迹。缝制时看不见针，全凭

手的感觉。”任晨阳说，“目前只有 4 个人掌握这种

技法。”在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传统技艺大展上，

看到任晨阳熟练演示的翻鞋工序，一位老人很激

动：“这可是咱北京的老手艺，千万别失传了。小

伙子，好好干！”

“一定要把老手艺传承好！”除了担任产品质量

主管，任晨阳还组建了非遗工作室，带领团队平均每

年研发 15 个新产品。从黑灰蓝三色为主的男士鞋，

到覆盖全年龄层 3000 多个品种，甚至可以量脚订

制，内联升布鞋正赢得更多人喜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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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北京 8月 18日电 （记者蒋建科）日前，中国农

业科学院举行发布会，启动实施“智机科技行动”。据介

绍，“智机科技行动”是中国农业科学院继实施“强种科技

行动”“沃田科技行动”“增粮科技行动”等后，开展的又一

项重大科技行动。

中国农科院院长吴孔明介绍，“智机科技行动”是中

国农科院加快推动我国农机装备科技创新，推动实现关

键部件有效供给的重要举措，将集聚全院农机装备领域

10 个研究所 20 多个科研团队力量，聚焦高效智能绿色农

机科技攻关、农机科企科产协同创新、农机创新平台提升

等重点攻关任务，力争到 2030 年实现我国农机装备和农

机化技术跨越式发展。

中国农业科学院南京农业机械化研究所所长陈巧

敏 解 读 了“ 智 机 科 技 行 动 ”方 案 。 陈 巧 敏 介 绍 ，力 争

2023 年实现农机装备科技创新能力持续提升，粮食装备

智能化技术加速应用；2025 年实现农机装备和农机化技

术“从有到全”，薄弱区域和环节机械化技术基本解决，机

械化与信息化智能化进一步融合；2030 年实现农机装备

和农机化技术“从全到优”，装备可靠性和作业质量大

幅跃升。

中国农业科学院——

启动实施“智机科技行动”

本版责编：张彦春 宋 宇 吴 凯

本报北京 8 月 18 日电 （记者赵永新）18 日，科技

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生态环境部、住房

城乡建设部、交通运输部、中科院、工程院、国家能源局联

合印发《科技支撑碳达峰碳中和实施方案（2022—2030
年）》（以下简称《实施方案》），将通过十大科技创新行动

支撑碳达峰碳中和。

据科技部相关负责人介绍，《实施方案》统筹提出

支撑 2030 年前实现碳达峰目标的科技创新行动和保障

举 措 ，并 为 2060 年 前 实 现 碳 中 和 目 标 做 好 技 术 研 发

储备。

《实施方案》提出了 10 项具体行动，包括能源绿色低

碳转型科技支撑行动、低碳与零碳工业流程再造技术突

破行动、建筑交通低碳零碳技术攻关行动、负碳及非二氧

化碳温室气体减排技术能力提升行动、前沿颠覆性低碳

技术创新行动、低碳零碳技术示范行动，以及碳达峰碳中

和科技创新国际合作行动等。

为确保《实施方案》贯彻落实，科技部将加强机制保

障，建立双碳科技创新部际协调机制和国家碳中和科技

专家委员会，同时持续推进科研体制机制改革，释放创新

活力，营造适宜碳达峰碳中和科技发展的创新环境；加强

碳中和技术跟踪监测，重点关注碳中和技术的研发和应

用投入，通过科技考核评价机制促进技术优选与迭代；加

强技术成果的产权保护，推进完善国家科技知识产权相

关法律法规建设，推动建立低碳技术侵权行为信息记录

并纳入全国公共信用共享平台。

科技部等九部门联合发文

十大创新行动助力碳达峰碳中和
本报北京 8月 18日电 （记者贺勇）耐高温消防灭火机器

人、会唱歌的人形机器人……8 月 18 日，2022 世界机器人大会

在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拉开帷幕，来自各个领域的 500 余款机

器人参展，在 4 万平方米的展区内为观众带来一场科技体验

秀，在展示机器人产品最前沿技术的同时，也让观众更直观地

感受机器人技术发展为生产生活带来的变化。

作为国内规模最大、规格最高、国际元素最丰富的机器人

盛会，世界机器人大会已成为融合科技与产业、交流研发与应

用、沟通中国与世界的重要桥梁纽带。据介绍，本届大会以

“共创共享 共商共赢”为主题，由北京市人民政府、工业和信

息化部、中国科学技术协会主办。其中论坛部分以线上线下

结合、境内境外互动的方式进行，共邀请到了来自 15 个国家和

地区的 300 余位嘉宾参加，共同分享机器人领域前沿学术成果

和发展趋势，激发未来智能社会畅想。展览展示方面，共有

130 余家企业携展品亮相，更有 30 余款全球首发新品在博览

会现场集中发布。

此外，本届机器人大会还将发布《中国机器人产业发展报

告（2022）》、《先进机器人与自动化学术论文集》、机器人十大

前沿热点领域、机器人十大应用热点产品等一系列成果。

左图：在水中游动的水下智能仿生机器鱼吸引不少参观

者驻足。 人民网记者 翁奇羽摄

下图：一家企业正在展示新能源汽车电池盒机器人智能

生产线。 本报记者 贺 勇摄

2022世界机器人大会举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