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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小传

周学东：1957 年出生，四川成都人，1987 年毕业于

华西医科大学，获得医学博士学位，现为四川大学二

级教授、四川大学华西口腔医（学）院学术院长、中国

医学科学院学部委员；主要从事龋病、口腔感染性疾

病与全身疾病的研究，钻研牙体牙髓病防治新技术，

提出全生命周期口腔健康管理；获国家级、部省级科

技成果奖 7 项。

■R 讲述·一辈子一件事

■快评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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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子全：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都匀毛尖茶制作技

艺”代表性传承人。他自 12 岁开始炒茶，与茶相伴 40 余

年；铁锅、土灶、柴火，还有一双手，是其制茶的全部工具。

他的一双手，既是检查锅温的温度计，又是翻炒茶叶的锅

铲，还是给茶叶做造型的工具。

沿着葱茏的绿道，走进四川大学华

西口腔医（学）院，在口腔疾病研究国家

重 点 实 验 室 14 楼 ，一 名 身 穿 白 大 褂 的

女士，正手握试管，给课题组研究生讲

解 全 生 命 周 期 护 牙 研 究 前 沿 ；她 的 身

后，是排列整齐的实验操作平台，摆满

了各种现代科学仪器……

她是周学东，口腔医学专家，四川

大学华西口腔医（学）院学术院长、口腔

疾病研究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

“19岁时走进华西
坝，我就深深地爱上
了她”

“19 岁时走进华西坝，我就深深地

爱上了她。”周学东的肺腑之言，令人印

象深刻。

老成都的南郊，有这样一片土地，

“浅草方场广陌通”，1910 年，这里诞生

了华西协合大学，这片土地开始被人们

称为“华西坝”。周学东一来到这儿，就

深深地扎根在这里；到如今，已有 46 轮

春秋。

1977 年 初 春 ，周 学 东 成 为 四 川 医

学 院 口 腔 医 学 系（现 为 四 川 大 学 华 西

口 腔 医 学 院）的 一 名 学 生 。 她 十 分 珍

惜在华西坝学习的一分一秒。当时学

校 宿 舍 每 晚 10 点 钟 熄 灯 ，早 上 6 点 半

亮 灯 。 为 了 争 取 更 多 的 读 书 时 间 ，她

几 乎 每 天 早 上 5 点 就 到 校 园 路 灯 下 晨

读 ，“ 路 灯 下 的 读 书 女 生 ”成 为 她 学 生

时 期 的 代 号 ，她 的 学 习 成 绩 始 终 在 全

年级名列前茅。

1980 年，周学东毕业后被分配到攀

枝花钢铁公司职工医院口腔科。 1981
年 3 月，周学东突然接到电报，让她到

火 车 站 接 口 腔 医 学 专 家 岳 松 龄 老 师 。

周学东没有想到，岳老师从成都坐了一

夜火车，专程来见她，是为了动员她报

考研究生，选择龋病学专业，成为他的

学生；岳松龄还把新版《医学微生物学》

教材送给她。周学东心中掀起波澜：一

位学术前辈为了学生如此尽心，这是何

等的信任！

“继续深造！”1982 年，周学东考上

了研究生，回到华西坝，主攻变异链球

菌与龋病研究；1985 年，获得硕士学位

后，她又考取了博士研究生，主攻牙菌

斑 生 物 膜 与 龋 病 方 向 ，1987 年 12 月 通

过论文答辩，成为改革开放后华西口腔

医院和中国龋病学的第一位博士。

博士毕业后，周学东出国留学，但

立志报国的她在学业完成后，谢绝了当

地 的 工 作 机 会 ，毅 然 回 国 …… 凭 窗 远

眺 ，轻 风 拥 绿 荫 ，周 学 东 心 里 只 想 着 ，

“快些，再快些！”她知道，最美的风景，

还是在家乡。

“牢记恩师的教导，
立志做一名人民的好
医生”

回到学校，周学东埋头从事龋病和

口腔感染性疾病与全身健康的基础研

究，潜心开展临床诊疗和教学工作。她

1992 年担任华西口腔医院副院长，1994
年担任院长。她多次婉拒更好的工作

岗 位 ，目 的 只 有 一 个 ：“ 牢 记 恩 师 的 教

导，立志做一名人民的好医生。”

30 多年来，周学东一直没有离开过

讲台和实验室。从教授到在读学生，谈

到周学东，都有一个共同的感受：周老

师的课堂上，总是包含科学家精神、医

学人文等；她注重培养学生攀登科学高

峰的理念和意识。“周老师很重视培养

我们的科学思维，教导我们要把口腔和

全身关系都纳入科研视野。”研究生杜

信眉说道。

周学东还带领团队夜以继日攻关，

创建以恢复口腔微生态为主的口腔疾

病群体防治技术，提出全生命周期龋病

管理，前移龋病防治，倡导以预防为主，

尽可能延长牙齿使用寿命。

团队成员郑欣讲了一个故事：“学

习口腔生物膜研究技术时，我在实验室

忙了几个月，观察各种瓶瓶罐罐，得出

一组数据，赶紧去跟周老师报喜。结果

周老师看了我的数据，淡淡一笑说，二

维图像上的信息经常会与实际情况有

差别，你不妨再尝试一下三维成像的方

法，让数据更可靠。于是我又摸索三维

成像方法，才得出了准确数据。”

通 过 做 根 管 治 疗 ，把 患 牙 保 存 下

来，这个问题一度困扰着中国口腔医学

界，也困扰着周学东……

周学东发现，牙齿的根管形态有不

同类型。周学东提出，“要研究中国人

根管系统的特征，制定出我们自己的标

准。”她带领团队争分夺秒，开展针对中

国人的根管系统解剖特征研究，发现了

中国人特有的根管系统解剖结构，并在

此基础上，制定出中国人的根管治疗临

床评价体系。紧接着，周学东又率先开

创显微根管治疗和显微根管外科手术

等临床新技术。这项成果于 2016 年荣

获国家科技进步奖二等奖。她主持的

龋 病 研 究 成 果 ，入 选 中 国 医 学 科 学 院

2021 年度重要医学进展。

“只有更加努力地
工作，才真正对得起这
身白大褂”

2007 年，科技部批准建设华西口腔

疾病研究国家重点实验室。走进实验

室的学习室，有两本期刊引起了记者的

关注——《国际口腔科学》和《骨研究》，

图文精美，内容丰富。这是周学东带领

团队为中国与世界口腔医学界搭建的

桥梁，翻阅目录，投稿人都是国内外的

学界专家。

周 学 东 想 ，国 家 重 点 实 验 室 应 当

成 为 国 际 口 腔 医 学 研 究 和 交 流 的 平

台，要发出中国声音，必须要办一本国

际 性 期 刊 作 为 载 体 。 获 悉 这 个 想 法 ，

同事们都很激动，“这可是我们华西口

腔产生国际影响的一个重要渠道。”大

家都跃跃欲试。

周学东把起步当冲刺，带领大家奋

力 筹 备 ，2009 年 ，刊 号 终 于 办 了 下 来 。

又经过近两年的努力，团队在严格审核

挑选口腔医学专业论文的基础上，精心

组织基础医学、干细胞等领域的稿件，

办成综合性期刊，进入国际科学引文索

引（SCI）。

后来，为了加强口腔医学与骨医学

的交叉研究，华西口腔又获批主办《骨

研究》，并也进入了国际科学引文索引。

如今，周学东仍带领团队奋战在口

腔疾病科研的第一线：在实验室里，周

学东手把手指导课题组研究生开展实

验。风华正茂的学生们时而聚精会神，

时而轻松一笑。在他们眼里，周学东既

是严谨的导师，又是和蔼可亲的长辈，

难怪有学生叫她“周妈妈”。“这里有风

扇、有空调，比起烈日下劳作的人们，我

们真的太幸运了。只有更加努力地工

作，才真正对得起这身白大褂。”说着，

周学东又爽朗地笑起来……

四川大学华西口腔医（学）院学术院长周学东—

46年坚守“护牙”一线
刘裕国

周学东在长达 40 多年的科研历程

中 ，始 终 如 一 坚 持 追 踪 国 际 口 腔 医 学

前沿，敢于走别人没有走过的路，千方

百 计 寻 找 机 遇 ，抢 占 国 际 口 腔 医 学 制

高点。

她以敏锐的眼光，发现口腔微生物

学是国际前沿学科，并长期从事研究。

她还带领团队对中国人根管系统解剖特

征开展研究，制定中国人的根管治疗临

床评价体系……

敢于抢占科研制高点，努力打造新

优势，已成为广大科技工作者共同的追

求；而周学东敢为人先的精神，正是他们

锐意进取的一个缩影。

敢于走别人没有走过的路

▲ 周 学 东 在

参加学术会议。

受访者供图

◀ 2015 年 ，周

学东（右二）在给患

者诊疗。

念 扎摄

“噼噼啪啪……”

翠 绿 的 茶 青 接 触 滚

烫的锅底，立刻发出

声 响 ！ 张 子 全 双 手

伸 入 锅 中 ，捧 起 青

叶 ，开 始 翻 炒 ；此 时

的 锅 温 已 经 达 到 近

300 摄氏度。

58 岁 的 张 子 全

（见 上 图 ，本 报 记 者

陈隽逸摄）是国家级

非物质文化遗产“都

匀毛尖茶制作技艺”

代 表 性 传 承 人 ，铁

锅、土灶、柴火，还有

一双手，是张子全制

茶的全部工具。

贵 州 省 黔 南 布

依 族 苗 族 自 治 州 都

匀市毛尖镇坪阳村，

山 路 盘 旋 ，蜿 蜒 而

上：这片山脉被叫做

“螺蛳壳”，张子全的

制 茶 基 地 就 在 连 片

茶 山 下 。 眼 下 正 值

春茶采摘时节，一排

排茶树争相吐新芽，

嫩绿的茶青刚冒头，

就 被 采 茶 人 掐 下 装

入 茶 兜 。 晚 上 8 点 ，

茶 青 积 累 到 一 定 量

后，张子全的炒茶工

作便开始了……

“ 炒 茶 的 第 一 步

是杀青，去除茶叶中

的青草味，此时的锅

温需要达到 250到 300
摄氏度。”张子全的一双手，便是感知

锅温的温度计。将手掌伸入锅中，

热感袭来，再翻面用手背感受温度，

“觉得有点烫的时候，温度就到了。”

张子全口中的“有点烫”，一般

人可不敢轻易尝试！自打 12 岁开

始 炒 茶 ，张 子 全 的 手 早 已 习 惯 高

温，并且还能精准感知炒茶所需的

不同温度，就像温度计一样。

来回翻炒间，茶青水分逐渐蒸

发，叶子也变得柔软，“用手捏一下，

能成团，这就炒到位了。”此时，张子

全将火退到 80摄氏度左右，开始进行

揉捻。只见他抓一把茶叶放在手掌，

双手贴合顺着一个方向揉搓，“揉捻

讲究力道，要把每一片叶子都揉皱、

揉紧。”这道工序大约需要 20 分钟，

才能将一锅 500克的茶青揉捻完。

通常，我们看到的成品都匀毛

尖茶微微卷曲，呈鱼钩状，这样的

形状来自于制茶的第

三 步 —— 做 形 。 同

样，张子全将茶叶放

入手心，与揉捻不同

的是，此时双掌微微

拱起，不完全贴合，顺

着一个方向将茶叶搓

成鱼钩状，“锅温保持

在 80 摄氏度左右，用

于 将 搓 好 的 茶 叶 定

型。”张子全介绍。

“茶好不好，得看

茶 毫 显 不 显 露 。”提

毫 是 都 匀 毛 尖 茶 制

作 过 程 中 最 关 键 的

环节之一，这时张子

全将锅温提高至 130
摄氏度，迅速翻炒 60
秒后退火，一层白色

的 绒 毛 便 出 现 在 深

绿 的 茶 叶 上 ，“ 大 火

翻 炒 ，稍 不 注 意 ，茶

叶 就 会 坏 掉 。”张 子

全 介 绍 ：“ 这 就 跟 炒

菜一样，翻炒的节奏

和锅温要配合，非常

考 验 制 茶 师 傅 的 经

验和水平。”

最后，张子全将

锅温降至 50 到 60 摄

氏度，将茶叶烘至十

成 干 。 小 半 锅 青 绿

的 茶 青 经 炒 制 后 ，

“缩水”陷入锅底；味

道 也 从 涩 涩 的 嫩 香

转 变 为 清 新 的 茶

香 。“ 收 锅 ！”待 茶 叶

冷却后装袋，一包都

匀毛尖茶就制成了。

刚接触炒茶时，

张子全还没有家中的

灶 台 高 。 40 多 年 过

去，张子全已经实现

了自己小时候的梦想

——“拥 有 自 己 的 茶

山”。2009 年，张子全

流转了 30 亩土地，和

当地村民成立茶叶专

业合作社；如今，合作

社的规模扩大到 36 户，茶园的面积

也增加到 380 亩，“每亩需要两个村

民管护。”张子全介绍：每年，合作社

茶园能带动 700余人次增收。

随着技术的发展，各种机械也

逐渐用于都匀毛尖茶的制作过程

中，但张子全对手工制茶有自己的

执着，“6.6 万个芽头才能得到 1 斤

茶青，手工采茶芽头能确保匀整无

破 碎 。”张 子 全 说 ，“ 另 外 ，手 工 采

茶 、炒 茶 的 每 一 个 工 序 都 需 要 人

工，可以带动乡亲们一起致富。”

区别于一些非遗传承人，张子

全并不担心手艺的传承问题，“都匀

毛尖茶有市场，这门技术就有用武

之地。”张子全收徒弟从不收费，每

到采茶季，他的手机就响个不停，都

是慕名而来的学生，“我希望让更多

人从茶叶中品尝到幸福的味道。”张

子全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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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版责编：董建勤 刘涓溪 吴 凯

（上接第一版）

“智能化农情监测，可为高标准农田

高产稳产助力护航。”智慧农场技术负责

人、中科院东北地理与农业生态研究所

高级工程师陈国双表示。

“修渠、修路、建智慧农业，每项对咱

都是好事。”刘贵丹说，“灌溉设施修成

后，解决了种地看天吃饭的问题。智慧

农业系统建成之后，实现农产品溯源，咱

地里产的小杂粮会在市场上卖得更好。”

吉 林 省 农 业 农 村 厅 有 关 负 责 人 介

绍，按照“现代化、规模化、规范化、智能

化”标准，计划到 2023 年底建成高标准农

田示范区 30 万亩。

农田生态格局调整优化

土路边是雨水冲刷的深沟，宽 3 至 5
米不等，不远处，侵蚀沟的沟头已砌护完

成，青石块垒成“U”字形，堆成 7 级台阶

延伸到沟底，石块表面罩了一层钢丝网。

公主岭市大青山村坡地较多，雨水

过大容易造成耕地侵蚀。“去年，一场强

降雨把田边近 5 米的地给冲没了。”刘贵

丹说：“好在这回不用再担心水土流失，

排 水 沟 都 砌 上 了 石 头 或 者 做 了 生 物 防

护。任凭水咋大，田边也不易塌方。”

“春耕前，完成近 30 条侵蚀沟的修

复。”刘贵丹说，眼下村里正进行第二轮

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完成后，高标准农

田将实现整村覆盖，大青山村 60 多条侵

蚀沟得到砌护治理。

2022 年，吉林省新建农田林网 136.4
公里，治理岸坡防护 347 公里，治理各类

沟道 134.5 公里。通过实施高标准农田建

设，吉林省增强农田生态防护能力，减少

农田水土流失，调整优化农田生态格局。

在刘贵丹经营的玉米地里，土壤中

夹 杂 着 碎 秸 秆 ，地 头 堆 积 着 沤 好 的 粪

肥。不仅要护住田，更要护好黑土地。

刘贵丹去年有 750 亩地使用牛粪堆沤的

肥料，配合秸秆碎混还田，来培肥地力。

2022 年，吉林各地大力增施有机肥，

共培肥地力 108.9 万亩。“今年，随着高标

准农田项目的建设，日后要努力培肥地

力。”刘贵丹说。

作为吉林省首批黑土地保护项目试

点之一，公主岭市将黑土地保护项目向

高标准农田倾斜，发挥项目叠加效果。

“自 2015 年以来，通过实施黑土地保护利

用等项目，公主岭市项目区耕地地力平

均提升 0.54 个等级，土壤有机质平均提

升 3.2%，耕层厚度平均增加 10 厘米。”公

主岭市农业农村局副局长孟繁强介绍。

在 韩 家 店 村 ，孙 恒 涛 通 过“ 稻 蟹 共

养”等方式，将曾经的碱性荒地逐渐变成

了高产田。“蟹吃虫，而且粪便也是上好

的肥料。”孙恒涛已将有机认证的农田扩

大到 4500 亩，“一亩地省去杀虫剂 20 多

元、除草剂 30 多元，还换来了田里的好生

态，这账划算。”

“高标准农田建成后，农业绿色发展

水平显著提高。”吉林省农业农村厅有关

负责人表示，全省通过实施高标准农田建

设，降低了农业面源污染，促进了山水林

田湖草系统治理和农村环境整治，为实现

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打下坚实基础。

规模化经营节本增效

“6 个人经营了全村 90%的耕地。”在

图那嘎村展板前，孔祥林介绍起大宝地

合作社成立的经过，“正是高标准农田建

设让村里的田旱涝保收，村党支部才有

了领办合作社的底气。”

目前，合作社经营着村里 8690 多亩

地，100 多眼水井在其间星罗棋布。“农资

统购、产粮统销，咱合作社议价能力比小

农户强得多。”孔祥林说，“规模化经营降

低了种地成本，肥料、农药、种子加起来，

一亩地可省出 500 多元，一吨粮则能多卖

四十来元钱。”

“ 土 地 流 转 给 合 作 社 ，没 了 后 顾 之

忧，全村搞起了劳务输出，外出务工人员

平均年收入 6 万多元。”孔祥林笑着说。

“从全省各地实践看，高标准农田建

成后，项目区粮食产量每亩可增加 200 至

240 斤，劳动成本每亩平均可降低 50 元

左右。”吉林省农业农村厅有关负责人介

绍：“还带动了全省土地流转，规模化经

营平均每亩节本增效约 500 元。”

置 备 好 种 子 、化 肥 等 农 资 后 ，刘 贵

丹正忙着跟鲜食玉米加工企业谈订单，

高 标 准 农 田 建 设 让 他 对 今 年 丰 收 有 了

新期待……

“地头有了水井，田里可以滴灌，鲜

食玉米成穗率高，确保‘锁鲜’。”刘贵丹

今年将拿出 600 亩地种鲜食玉米。

经初步洽谈，刘贵丹拿到 1 根玉米 1
元钱的收购报价。鲜食玉米生长期 90
天，秸秆可以做青储饲料。“一亩地能稳

收 2600 多穗鲜玉米，秸秆青储饲料可收

入 80 元。”刘贵丹算起了精细账：“一亩地

比种普通玉米增收 500 多元。”

作为东北地区春玉米种子销售集散

地，公主岭市目前正聚力实施种业振兴

行动，加快建设国家现代种业产业园。

位于公主岭市的长春国家农业高新

技术产业示范区 2022 年 5 月成立，乘此

东风，鸿翔种业有限公司加工厂和育种

基地在此落户。去年，鸿翔种业春玉米

制种加工基地流转 2.3 万亩耕地制种。

“育种必须精确定时灌溉，如果没有

公主岭市配套的高标准农田与相关基础

设施，我们不会把几万亩的种子繁育基

地设在这里。”鸿翔种业有限公司总经理

贺伟说：“今年，企业将在公主岭流转土

地 3 万亩进行制种。”

“得益于高标准农田建设，合作社规

模经营有了底气，种粮大户有了新期盼，

产粮大县也有了新发展。截至目前，吉

林省已累计建成高标准农田 4330 万亩，

占永久基本农田面积的 52%。”吉林省农

业农村厅有关负责人说。

本报石家庄 4月 11日电 （记者

邵玉姿）日前，河北省出台了《关于健

全学校家庭社会协同育人机制的若干

措施》，制定 5个方面 13项具体工作举

措，推动构建符合河北实际、体现河北

特色的校家社协同育人工作格局。

河北将充分发挥学校协同育人

主导作用，密切家庭学校沟通交流，

严格落实家长会、家访等制度。家长

承担家庭教育主体责任，河北将持续

加强《中华人民共和国家庭教育促进

法》宣传推介，探索推行家庭教育清

单制度，帮助父母厘清家庭教育责

任，主动协同学校教育，积极引导子

女体验社会。与此同时，河北将建立

覆盖城乡社区的“知子花开”巾帼家

教指导服务站，2025 年城市社区、农

村社区建站（校）率将分别达 90%和

80%，服务站每年至少组织 4 次普惠

性家庭教育指导服务活动。河北明

确了相关部门工作职责，将健全校家

社协同育人机制纳入重要工作日程。

河北探索推行家庭教育清单制

本报太原 4月 11日电 （记者郑

洋洋）山西省人民政府日前印发《关

于推动新时代山西文物事业高质量

发展的实施意见》（以下简称《实施意

见》）。聚焦考古、古建筑、博物馆三

大领域，强化文物科技、人才、管理、

利用、政策保障工作。

《实施意见》提出加大文物抢救

保护力度、加强国宝级文物保护、推

进革命文物整体保护、提升可移动文

物保护水平、做好城乡建设中的文物

保护等 5 项任务。力争到“十四五”

末，国省保单位、长城重要节点、黄河

文化重要遗存、重要石窟寺和彩塑壁

画无重大险情，元代及元以前早期木

结 构 古 建 筑 重 大 险 情 排 除 率 达 到

100%，市县保单位重大险情排除率

达到 70%。

山西推动文物事业高质量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