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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动人生运动人生R

今年 8 月 19 日是第五个“中国医师

节”。国家卫生健康委 19 日举行中外记

者见面会，邀请 2022 年“最美医生”中的

4 位个人和 1 位团队代表分享经历和体

会，并答记者问。

“武汉疫情防控期间，对我来说最

难忘的还是救治新冠急危重症患者小

飞，他当时只有 35 岁，女儿只有 4 个月

大，他的妻子每次给我们打电话，都一

直在哭泣，拜托我们一定要想办法把她

的丈夫救回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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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仁彧说。患者小飞经历了感染休克、多

脏器功能衰竭等一系列危及生命的并

发症，丁仁彧和团队一次又一次把他从

死亡线上拉回来，最终转危为安。

“ 昨 天 我 收 到 了 医 师 节 最 好 的 礼

物，就是他的爱人带着宝宝给我发来语

音，祝我医师节快乐。听了语音，我特

别感动。”丁仁彧表示，作为重症医学科

的医生，每天面对的都是生死一线的患

者，工作的核心就是怎么把患者治好。

要始终把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和身心

健康放在首位。

护佑生命，大爱无疆。无数医务工

作者在岗位上发光发热，为患者带去希

望。见面会上，几位代表讲述最多的就

是从医路上的感人故事和深刻体会。

复旦大学附属眼耳鼻喉科医院院

长 、眼 科 主 任 医 师 周 行 涛 说 ：“ 在 工 作

中，我显著地感受到，这些年近视患者

越来越多，近视手术越来越多，并且有

朝低龄化、高度近视发展的趋势。因此

我觉得，必须要把‘防’的源头抓住了。”

在这样的理念下，周行涛带领团队

成立“近视小飞侠”科普志愿者服务队，

与公益活动相结合，开展了线上线下等多种形式的科普活动。“手术

不仅要越做越好，同时也希望看到，手术越做越‘少’。”周行涛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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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事艾滋病护理工作后，发现很多患者感到恐惧无助，甚至会有过激

行为，“当时我感觉到心理危机干预的紧迫性和重要性，开始有针对

性地为这个群体提供一些力所能及的人文关怀和心理帮助。”

开通热线电话、新媒体平台，开展健康宣教、心理干预、辅助诊

疗全流程服务……胡敏华和团队成员多年来帮助了许多艾滋病患

者 。 她 呼 吁 ：“ 大 家 要 科 学 认 知 艾 滋 病 ，消 除 对 患 者 的 歧 视 和 偏

见。应该给予患者更多的支持和关怀，为他们创造更宽松、更温暖

的生存环境。”

在 2022 年“最美医生”中，有一支队伍随时备战、随时出发，他们

是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国家流调专家队。中国疾控中心传染病所党委

书记、研究员卢金星作为团队代表，分享了自己的工作体会：“‘早’和

‘准’是付出最小代价、获得最大效果的前提。首先要‘早’，一旦发生

疫情，要第一时间识别出源头在哪、传播链条是什么，可能涉及哪些

人、哪些疫点、哪些范畴空间。其次要做到‘准’，要精准研判，判得越

准，划的范围就越小。”

青海省黄南藏族自治州泽库县人民医院院长、主任医师马文义

表示，县人民医院的能力建设很重要，过去有很多急危重症患者在转

运的路上，由于路途遥远而得不到及时救治，因此医院多年来在急

救、高危孕产妇中心建设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近年来，我们开展了

腹腔镜下左半肝切除术、腹腔镜下胆囊切除术等，这对县级医院来

说，能力提升了一个台阶。我们现在能做到一般常见病在县域内治

疗，为患者减轻负担。”马文义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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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 8 月 19 日是第五个“中国医师节”，

主题是“‘医’心向党、踔厉奋进”。

在医疗卫生领域，有许多“敬佑生命、救

死扶伤、甘于奉献、大爱无疆”的功勋模范。

“共和国勋章”获得者钟南山、屠呦呦，“人民

英雄”国家荣誉称号获得者张伯礼、张定宇、

陈薇，“人民科学家”国家荣誉称号获得者顾

方舟，“七一勋章”获得者辛育龄、吴天一……

在抗击疫情的战斗中，向险而行；在公共

卫生的战场上，临危不惧；在治病救人的诊疗

中，无私奉献……他们不愧为人民健康的忠

诚卫士，他们的贡献将被永远铭记。

白衣为甲，舍生忘死

2020年伊始，面对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

情，广大医务人员白衣为甲、逆行出征，舍生忘

死、挽救生命，成为抗击疫情的“白衣战士”。

近日，中国国家博物馆展出了一张高铁

票 ：广 州 南 — 武 汉 ，二 等 座 ，上 方 写 着“ 无

座”。这张票的乘车人是钟南山，时间 2020 年

1 月 18 日。

那天，正是新冠肺炎疫情在武汉暴发的

时候，同行列车上有人拍下了这张经典的照

片。钟南山接到去武汉调研的任务，匆匆登

上了去武汉的列车。没有车票，只能坐在餐

车里。他一脸倦容，身前是一摞刚刚翻看过

的文件……

作为国家卫健委高级别专家组组长，钟

南山提出“早关注、早部署、早启动、早落实”，

为遏制新冠肺炎疫情蔓延赢得了宝贵时间。

他主持了《新型冠状病毒肺炎诊疗方案》第二

版至第九版的撰写与修订，为全国新冠肺炎

患者的规范化救治提供了依据。

2020 年 初 ，72 岁 的 张 伯 礼 受 命 飞 赴 武

汉，作为中央疫情防控指导组专家组成员投

身抗疫最前线。分类管理、集中隔离、“中药

漫灌”、筹建中医药综合治疗为主的方舱医

院……初到武汉，张伯礼和专家组成员第一

时间开出良方，为控制疫情蔓延作出了贡献。

白天指导临床会诊巡查病区，晚上召集

会议研究治疗方案……超负荷的工作下，张

伯礼胆囊炎发作，在武汉接受微创胆囊摘除

手术。

疫情来势汹汹，时任武汉市金银潭医院

院长的张定宇迎难而上。身患渐冻症的他争

分夺秒，与病毒鏖战、与死神较量。从组建隔

离病区，到率先采集样本开展病毒检测，再到

组织动员遗体捐献，每一步都很难，但他总是

冲在最前面。在医院楼道里、病房里，大家常

常听到张定宇的声音。然而，他的脚步却越

来越迟缓，跛行越来越严重。“能用我的生命，

换回更多的生命，我没有遗憾。”张定宇说。

面对新冠病毒，中国工程院院士、军事科

学院军事医学研究院研究员陈薇率领团队与

科研基地协同作战，集中力量展开疫苗研制

应急科研攻关。“共产党人就该在关键时刻冲

得上去、危难关头豁得出来。”陈薇说。

陈 薇 临 危 受 命 担 任 军 事 医 学 专 家 组 组

长，她率领团队围绕新冠病毒的快速检测技

术、疫苗抗体研制等，迅速建立起联防、联控、

联治、联研的工作机制。2020 年 3 月 16 日，陈

薇领衔科研团队研制的腺病毒载体疫苗获批

正式进入临床研究阶段，成为全球首支进入

临 床 试 验 的 新 冠 病 毒 疫 苗 。 2021 年 2 月 25
日，腺病毒载体疫苗获国家药监局附条件批

准上市。

潜心钻研，造福人类

攀登医学高峰，需要坚忍不拔的科学精

神，更需要造福人类的牺牲精神。

2020 年 12 月 30 日，屠呦呦在 90 岁生日

的那一天，屠呦呦研究员工作室在中国中医

科学院中药研究所揭牌。

“青蒿素是人类征服疟疾进程中的一小

步，是中国传统医药献给世界的一份礼物。”

2015 年，中国中医科学院首席研究员屠呦呦

荣获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成为第一位获

得诺贝尔奖的中国本土科学家。

1969 年，屠呦呦接受了国家疟疾防治研

究项目“523”办公室艰巨的研究任务，并担任

中药抗疟组组长。“青蒿一握，以水二升渍，绞

取汁，尽服之。”东晋葛洪《肘后备急方》中对

青蒿截疟的记载给了屠呦呦灵感。温度是关

键，屠呦呦立即改用沸点较低的乙醚进行实

验，用乙醚提取青蒿素，并于 1972 年发现了青

蒿素。青蒿素的发现，为人类带来了一种全

新结构的抗疟新药。2000 年以来，世界卫生

组织把青蒿素类药物作为首选抗疟药物，青

蒿素在全世界已挽救数百万人生命，每年治

疗患者数亿人。

顾方舟是我国著名的医学科学家，他在

中国首次分离出脊髓灰质炎病毒，成功研制

出首批脊髓灰质炎活疫苗和脊髓灰质炎糖丸

疫苗，被誉为“中国脊髓灰质炎疫苗之父”。

脊髓灰质炎又称小儿麻痹症，是一种严

重威胁儿童健康的急性传染病。 20 世纪 50
年代，脊髓灰质炎在我国多地流行。1959 年

12 月经原卫生部批准，我国成立脊灰活疫苗

研究协作组，顾方舟担任组长，进行脊髓灰质

炎疫苗的研究工作。顾方舟制订了两步研究

计划：动物试验和临床试验。动物试验通过

后，进入了更为关键的临床试验阶段。然而，

谁来第一个做人体试验呢？

“我是组长，我带头。”顾方舟抱来他当时

唯一的孩子。后来，实验室同事的五六个孩

子都参加了这个试验。经历了漫长的一个

月，孩子们生命体征正常，Ⅰ期临床试验顺利

通过。后来，顾方舟又研制出了糖丸疫苗。

在保存了活疫苗效力的前提下，大大延长了

保存期。

2000 年，“中国消灭脊髓灰质炎证实报告

签字仪式”在原卫生部举行，74 岁的顾方舟作

为代表郑重签名，标志着我国成为无脊髓灰

质炎国家。

仁心仁术，医者楷模

医者仁心，大医精诚。一名好医生，既要

有精湛的医术，更要有一颗仁爱之心，情系天

下济苍生。

2022 年 6 月 7 日，中日友好医院首任院长

辛育龄逝世，享年 101 岁。辛育龄经历了抗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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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在胸外科领域多个方面取得“从 0
到 1”的突破，在手术台上坚守了 60 年，用仁

心仁术赢得了百姓的信任。

辛育龄说：“我最大的愿望，就是做一棵

无影灯下的‘不老松’。”辛育龄每次开胸之

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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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世界屋脊上，一位 80 多岁高龄的老人

常年跋涉在离蓝天、白云最近的天路，被称为

“马背院士”。吴天一是青海省心脑血管病专

科医院原研究员。他长期扎根艰苦边远地

区，提出高原病防治的国际标准，填补了我国

低氧生理和高原医学研究领域的空白，是我

国高原医学事业的开拓者。

吴天一总在挑战自己的身体极限。他设

计了一座高低压氧舱，是全球首个可模拟上

至高空 1.2 万米、下至水下 30 米环境的综合氧

舱。第一次人体实验谁来做？“我是设计师，

我进！”

青藏铁路建设期间，吴天一院士主持制

定一系列高原病防治措施和急救方案。5 年

里，14 万人的筑路大军在平均海拔 4500 米以

上地区连续高强度作业，没有一人因高原病

死亡，被誉为“高原医学史上的奇迹”。

“择一事、终一生”，吴天一用 60 多年的实

际行动践行了这句誓言。他的执着与坚守，

让中国高原医学研究取得了长足进步。

医者楷模，高山仰止。在功勋模范的激

励下，广大医务工作者修医德、行仁术，怀救

苦之心、做苍生大医，忠诚地护佑着亿万人民

的健康。

人民健康的忠诚卫士
—记医疗卫生领域的功勋模范

本报记者 白剑峰

本报福州 8 月 19 日电 （记者王

崟欣、施钰）8 月 19 日，在“晋江经验”

提出 20 周年之际，由中共福建省委和

人民日报社共同举办的“晋江经验”与

习近平经济思想理论研讨会在福州举

行。福建省委副书记、省长赵龙，人民

日报社副总编辑方江山，中国人民大

学校长刘伟，福建省委常委、宣传部长

张彦，福建省政协副主席、省工商联主

席王光远参加会议。

在福建工作期间，习近平同志曾

6 年 7 次深入晋江调研，系统总结提炼

出“晋江经验”。此次研讨会旨在挖掘

“晋江经验”的丰富内涵、理论贡献和

时代价值，深化对习近平经济思想的

认识和把握，为推动高质量发展、推进

和 拓 展 中 国 式 现 代 化 贡 献 智 慧 和

力量。

与 会 者 表 示 ，“ 晋 江 经 验 ”是 一

篇 不 断 续 写 的 大 文 章 ，过 去 、现 在 、

将 来 都 具 有 重 大 指 导 意 义 ，要 持 续

传承弘扬、创新发展“晋江经验”，全

方 位 推 进 高 质 量 发 展 。“ 晋 江 经 验 ”

既是历史的故事，也是今天的故事，

更 是 未 来 的 故 事 。“ 晋 江 经 验 ”既 回

答 了 中 国 民 营 经 济 孕 育 、成 长 和 发

展 壮 大 的 秘 诀 ，又 蕴 涵 着 新 征 程 上

推 动 高 质 量 发 展 的 重 要 方 法 论 ，具

有 超 越 时 空 的 真 理 性 和 价 值 性 ，其

内 涵 与 习 近 平 经 济 思 想 一 脉 相 承 、

高度契合。

据悉，研讨会在晋江设分会场，

专 家 学 者 、“ 晋 江 经 验 ”亲 历 者 代 表

等 100 多 人 以 线 上 、线 下 形 式 参 加

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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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 京 时 间 7 月 17 日 上 午 ，将 满 26 岁

的中国选手王嘉男在俄勒冈世界田径锦

标 赛 男 子 跳 远 决 赛 中 ，凭 借 最 后 一 跳 超

越 所 有 选 手 ，成 为 第 一 位 赢 得 世 锦 赛 男

子 跳 远 冠 军 的 亚 洲 选 手 ，夺 冠 成 绩 定 格

在 8 米 36。

王嘉男成名较早，曾获得亚锦赛金牌、

世锦赛铜牌、亚运会金牌……在男子跳远

竞技中走过了近 10 年，身边的对手换了一

茬又一茬，他始终保持高水平的竞技状态，

在 2015 年到 2022 年的 8 个赛季中，他的最

好成绩都在 8 米 20 以上，他 4 次闯进世锦赛

决赛，在 2018 年跳出了 8 米 47 的佳绩，是男

子跳远全国纪录保持者之一。

尽管已经过去了一个月，王嘉男依然

对世锦赛决赛时的情形记忆犹新。8 米 03，

尽管第五跳的成绩并不理想，他的心中却

充 满 渴 望 。“ 我 要 放 手 一 拼 ，力 争 一 枚 奖

牌。”这是他完成第五跳走出沙坑的唯一

想法。

深吸一口气，王嘉男开始了他的最后

一跳。助跑、起跳、腾空……未犯规，成绩

有效！“当时感觉是在 8 米 30 到 8 米 40 之

间 ，奖 牌 稳 了 。”激 动 的 王 嘉 男 奔 向 了

跑道。

“ 王 嘉 男 夺 冠 啦 ，太 棒 了 ！”此 刻 ，在

与 世 锦 赛 赛 场 相 隔 几 千 公 里 的 中 国 江

苏 ，江 苏 省 体 育 局 田 径 运 动 管 理 中 心 副

主 任 徐 洪 兵 观 看 了 直 播 ，他 第 一 时 间 拨

通 了 王 嘉 男 教 练 的 电 话 ，对 王 嘉 男 夺 冠

表示祝贺。

夺冠之后，王嘉男激动得哭了。“世锦

赛金牌的梦，我这些年做了至少 3 次，今年

还梦到一回。”王嘉男说，“梦想在召唤，但

我觉得还是稳步前进比较好。”如今，梦想

照进现实，他圆梦了。

运动生涯中遇到的最大困难是什么？

当被问及这个问题的时候，王嘉男更愿意

将大赛失利的经历作为一种宝贵的财富，

认为这是催人奋进的动力。“2016 年、2017
年两次手术疗伤，当时情绪很低落。”他曾

担心无法重返赛场。

出征本届世锦赛前，王嘉男在社交媒

体上分享了他的感悟，历经两次半月板手

术，能够站上赛场已经很满足。“一路走来

我是幸运的，现在要珍惜当下每一刻。”

王嘉男在 2019 年多哈田径世锦赛上获

得男子跳远第六名，2020 年以 8 米 36 的赛

季最好成绩排名世界第一。背负较高的关

注度和期待出征东京奥运会，王嘉男压力

过 大 。 比 赛 中 ，他 仅 跳 出 7 米 81，无 缘

决赛。

东京奥运会后，王嘉男不像从前那样

给自己定明确的目标，而是调整心态。他

说：“最重要的是一步一个脚印地去练，我

希望继续提高技术，稳步前进，把心态调整

好 。 明 确 了 这 些 以 后 ，闷 着 头 去 做 就 好

了。全运会比赛发挥得还不错，算是找回

了状态。”他说。

夺得世界冠军证明了自己的实力，他

成为其他跳远运动员追赶的目标。“以后参

加比赛，我就成了‘靶子’。原来我是挑战

者，现在我是守擂者。”面对未来，王嘉男表

示会用更高的标准要求自己，继续刻苦训

练，争取再创佳绩。

很多人问王嘉男，明年世界田径锦标

赛是否有信心卫冕？王嘉男说：“想肯定是

想。我将全力以赴，在比赛中感受跳远运

动的魅力，享受比赛。”

田径世锦赛男子跳远冠军王嘉男—

继续刻苦训练 争取再创佳绩
本报记者 白光迪 王 亮 刘硕阳

本报北京 8月 19日电 （记者丁怡婷）今年入夏以来，

受持续性大范围高温天气、经济恢复增长等因素影响，全国

用电需求持续走高；同时，由于来水偏枯，水电出力不足，导

致电煤供应保障持续面临较大压力。

国家能源局持续加大工作力度，指导督促煤炭企业加

快释放先进产能，推动煤炭产量持续高位运行，保障电厂存

煤稳定在历史高位水平。8 月 1 日至 17 日，全国煤炭产量

2.1 亿吨，日均产量 1233 万吨，同比增长 19.4%。全国统调

电厂日均供煤 800 万吨，电厂存煤稳定在 1.7 亿吨以上，支

撑煤电机组满发稳发。

1 至 7 月份，全国煤炭产量 25.6 亿吨，同比增长 11.5%，

增产 2.6 亿吨。23 个产煤省区中，18 个省区实现增产。山

西、内蒙古、陕西、新疆等 4 个重点产煤省区合计增产 2.4 亿

吨，占全国增产量的 91%。

8月 1日至 17日全国煤炭产量2.1亿吨

支撑煤电机组满发稳发

8 月 18 日，湖南省永州市新田县金盆镇徐家村，蓝天白云

下，整齐成行的沃柑与远处多彩的田园、错落有致的村庄民居

相映成趣，呈现一幅美丽的乡村画卷。近年来，金盆镇以土地

富硒资源优势为依托，采用“公司+基地+农户”模式，连片种

植沃柑，兴建金盆镇柑橘产业示范园，发展休闲观光农业，促

进农业增效农民增收。

刘贵雄摄（影像中国）

产业兴 乡村美

本报北京 8月 19日电 （记者潘俊强）18 日下午，第十

三届中国艺术节北京地区群众文化系列活动启动仪式暨第

十九届群星奖优秀节目展演在北京市石景山区文化中心剧

场举行。本次活动由文化和旅游部公共服务司支持，北京

市文化和旅游局主办。

据介绍，活动将选取第十九届群星奖北京地区入围作

品和 2021 年首都市民系列文化活动中优秀作品进行 10 场

巡演。巡演节目题材广泛，形式多样，充分体现北京古都文

化、京味文化、红色文化、创新文化的创作规划，涵盖冬奥、

中轴线申遗、京津冀协同发展、乡村振兴等主题。

第十三届中国艺术节期间，北京市市、区、街乡、社村四

级联动，将组织开展丰富多彩的群众文化活动共 2833 场，

其中线上活动 1045 场、线下活动 1788 场。

第十三届中国艺术节

北京地区群众文化系列活动启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