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担当
哪怕是未知疫情，也要冲上去

犹记疫情初起之时，不光社会大众对新冠肺炎感到陌生，医生同样也是首次
面对这种新发传染病。

治病机理不清楚、传播来源还在查、治疗方案没形成、对症药物也告缺……
即便如此，医生们就像没有拿枪的战士、没有铠甲的勇士，毅然担当重任，义无
反顾冲了上去。

北京朝阳医院副院长、呼吸与危重症专家童朝晖，早在1月18日就抵达了这
次疫情“风暴”的中心——武汉。“医生的这种工作性质决定了我们的一种使命
感，见了病人就要救。”他说，“另外，我们呼吸专业的特点就是这样，面对呼吸
系统传染病，我们无形中就有一种责任感，应该挑起重担。”

在武汉市金银潭医院，医护人员更是首当其冲。自 2019年 12月 29日转入首
批7名新冠肺炎患者以来，该医院600多名医护人员就没下过火线。时任院长张定
宇是一位渐冻症患者，双腿已经开始萎缩。但就是这位走路一瘸一拐的院长，应
对果断，指挥若定：腾退病房、新开病区，专收肺炎患者；采集病人的支气管肺
泡灌洗液，送往中科院武汉病毒所进行检测。“我必须跑得更快，才能跑赢时间；
我必须跑得更快，才能从病毒手里抢回更多的病人。”张定宇如是说。

什么是担当？就是病毒来了，不能等着一切都准备好了再去扛。而是在上去
扛的过程中，摸清虚实、寻找规律，为以后的应对提供时间、案例、经验，甚至
是教训。2月14日，国家卫健委披露，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截至2月11日24
时，全国共报告医务人员确诊感染1716名，仅武汉一个城市的医务人员中，就有
1102人感染。

攻坚
护佑生命，中西医强强联手

从一开始，医疗救治的攻坚重点就在湖北、就在武汉。
解放军医疗队来了，全国各地的医疗队来了。340多支医疗队、4.2万多名医

护人员，聚集武汉，开展了一场抗疫大会战。
“相信科学，咱们能挺过去。”这是北京清华长庚医院援鄂医疗队队长郭军和

患者强调最多的话。结合不同患者的病情，他会和患者有针对性地对话，给危重
症患者解释病情时说得尽可能详细些，给年轻的病人则多输入信心。

在抢救患者过程中，医务人员最感缺乏的是特效药。“我们给病人发放中药汤
剂和中成药。”援助武汉一线的天津中医药大学校长张伯礼说，“集中隔离，普遍
服中药，阻止了疫情的蔓延，是取胜的基础。”

面对重症患者的救治，医生不分中医、西医，不分男女，都承担起自己的使
命，都做出了不遗余力的贡献。

“疫情不退，我们不走。”这句话，不光全国援助湖北医疗队的队员在说，也
是各地坚守抗疫一线的医务工作者共同的信念。

解放军总医院第五医学中心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副主任苑鑫，在北京投入抗
疫斗争。围绕提高治愈率、减低病亡率的目标，她从分子、细胞、功能等多个层
面，收集患者预警信息，理性研判病情，挽救了多名危重症患者的生命。“有些患
者在治疗过程中，会产生很重的心理负担，更甚者有轻生的念头。这个时候，作
为一名医生，就得做到‘有时去治愈，常常去帮助，总是去安慰’。”苑鑫说。

奉献
暂别家人，只为抢救更多病人

冲锋在抗疫一线的医务工作者，脱下白衣，跟普通人一样，都是皮包骨肉
血，没有什么超能力，有的则是当父母的责任，做子女的义务。

北京地坛医院重症医学科主任刘景院大年三十就开始值班，连续36个小时守
护在病房。抗疫期间，他和同在本院工作的妻子一度连续工作几十天，才抽空回
家看了看儿子。儿子一句“爸爸妈妈终于回家了”，让刘景院两口子红了眼圈。

解放军总医院第五医学中心副主任医师秦恩强，从春节开始一直在抗疫一线
战斗，忘记了今天是星期几，忘记了女儿的生日，但他没有忘记3床的老先生有
高血压等基础疾病，没有忘记32床患者的血糖仍控制得不理想……“只要病房有
情况，我就会毫不犹豫地冲向病人需要我的地方。”

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不知检验了多少忠诚和勇敢。在疫情肆虐之际，一批
广西支援湖北医疗队的队员火线入党了。“前线入党只为做冲锋的战士。”这是他
们的共同心声。

伴随着支援行动，一些不幸的消息在耳边回荡：“武汉感染人数达到 4 万多
人”“李文亮医生感染病毒去逝”“武昌医院院长刘智明感染病毒去世”“武昌医院
护士柳帆因新冠肺炎去世”……这些新闻在诉说着新冠病毒杀伤力之大，传播力
之强，但是没有吓倒那些甘于奉献的医护人员。

“危险和艰难更能磨炼意志。”此次火线入党的广西“90后”新党员邹炎华在
日记中写道，“在国家遭遇灾难的时候，作为医护人员的我们不上，谁上？难道要
老百姓上吗？”

看吧，就是这样一群最可爱的人，在用生命护佑着生命。

创新
避免无谓消耗，传播中国经验

这次新冠肺炎疫情，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在我国发生的传播速度最快、感染范
围最广、防控难度最大的一次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广大医护人员在抗疫过程中，不断总结经验，创新治疗手段，避免了无谓的
消耗，为保存自己、遏制病毒做出了卓越贡献，并借助新媒体将中国抗疫经验传
播到了全世界。

来自解放军第 980医院肝病传染科的孙殿兴，是支援中部战区总医院救治专
家组成员。他在抗疫一线发现，新冠肺炎患者在进行干扰素雾化吸入治疗时，因
为干扰素的作用会咳嗽。而护士就在旁边指导患者做雾化吸入，特别容易被感染。

对此，孙殿兴经过多次临床检验，发明了传染性气溶胶和飞沫阻断装置，不
仅提高了新冠肺炎患者的雾化疗效，还有效降低了医护人员的感染几率。

世界卫生组织4月5日发布报告认为，中国已从疫情遏制阶段进入缓解阶段，
在防控疫情方面积累了非常重要的经验。中国的疫情防控经验对于其他国家的抗
疫行动，显得弥足珍贵。

3 月下旬，武汉大学人民医院血液科副主任医师叶柏新，创建了三个微信
群、一个企业微信群，群成员超过2000人，包括来自20多个国家的一线医务工作
者，群名是“全球抗击新冠疫情一线医生交流群”。“对于新冠病毒来说，全球的
医生对它都是陌生的，而且普遍有一种恐惧感。”他说，通过收集并分享抗疫知
识、请专家教授开通直播、发起捐助活动，能让世界上更多医务工作者听到、看
到、借鉴到中国的抗疫经验，进而从病毒威胁下救出更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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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北京8月17日电（记者白剑峰） 为了弘扬勤俭节约的传统美德，
促进合理膳食、健康饮食，在国民营养健康指导委员会办公室 （国家卫生
健康委食品司） 指导下，中华预防医学会、中国营养学会、中国学生营养
与健康促进会日前提出如下倡议：

珍惜粮食，弘扬传统美德。尊重盘中餐，粒粒皆辛苦，人人都应爱惜
粮食，充分利用食物。按需选购，加工、储藏食物得当，减少产生食物

“垃圾”。备餐和外卖餐食，根据用餐人数，计食计量按需选择，保证食物
新鲜又避免浪费。

健康导向，促进合理膳食。按照不同年龄、身体活动和身体状况，来
确定三餐食物搭配和比例，不暴饮暴食，享受食物美好。倡导合理膳食和
健康生活方式，预防膳食相关慢性病，打好全家健康基础。

供餐有度，落实“光盘”行动。餐饮单位应自觉履行社会责任，主动
引导消费者合理、适量点餐，推行小份菜、半份菜、套餐。选菜应食物多
样、荤素搭配，按需选取，推动落实“光盘”行动。

推进食育，培育节约习惯。加强对学生“浪费可耻、节约光荣”的引
导和教育，培养学生从小养成不偏食、不挑食的习惯和勤俭节约良好美
德。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小手拉大手，全家齐动员。

杜绝浪费，营造健康风尚。不铺张浪费，不过度酒宴奢华，提倡公筷
和分餐制，简餐、份餐，拒绝野味。烹饪不忘少盐油糖，培养清淡口味。
传承和发扬优良饮食文化，兴起节约、卫生、合理的饮食“新食尚”。

各尽其责，形成共治格局。全社会积极行动起来，长期坚持，久久为
功。号召全体会员，广大疾病预防控制人员、注册营养师及其他健康促进
人员，发挥专业优势，共同投身杜绝浪费行动，共建节约、健康中国。

中华预防医学会等机构
倡议珍惜食物合理膳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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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大盆面条，吸溜吸溜咽下；一大盘酱骨头，吭哧吭哧啃完；一
大碗红烧肉，呼噜呼噜吞掉……一段时间以来，不少人在各短视频平
台，边吃大量食物边做直播，以求获得更多流量变现，这就是“吃
播”。其中甚至还有做烤全牛、蒸骆驼、百鸡宴的，纯为吸引眼球，博
取关注。

不过最近人们发现，那些粉丝成群、点赞动辄上万的“吃播”主
播，纷纷下线了，饕餮视频被清空了。这是一件值得叫好的事情。

“吃播”现象的成因，暂不讨论，单说其中的餐饮浪费问题，则是
板上钉钉的。有人可能会说，不就是“大胃王”在搞展示嘛，娱乐娱
乐大众，跟餐饮浪费搭不上界吧？

不错，现在的生活早已不是“凭票供应”那个年代的样子了，年
轻人没有饿肚子的记忆，只有挑肥拣瘦的经历，看这些“吃播”时，
很难和浪费粮食挂上钩。对此首先要明确，“吃播”的实质就是浪费粮
食。很多“大胃王”主播，都是直播时胡吃海塞，下了直播就催吐，
不然他的身体也受不了天天这么吃。这跟拿起饭菜直接倒掉，有什么
区别？就是暴殄天物。

其次，吃饭为了什么？一是摄入身体机能运转所需的能量，二是
通过均衡饮食保持身体健康。换言之，就是吃饱，吃好。但是“吃
播”跟这两方面没有丝毫关系，纯粹是表演。陈佩斯表演吃面条，不
用真面条，也能传情达意。“吃播”这种表演，既没有技术含量，又没
有社会价值，要它何用？

第三，“吃播”不尊重食物，不敬畏自然，一番饕餮背后，是对健
康生活方式的践踏。衣服多得穿不完，也不能穿一件扔一件；钱多得
花不完，也不能买一碗豆浆，倒一碗豆浆。这是败家行为，尽可以去
鄙视。

同理，现在食物多得吃不完吗？就算多得吃不完，也不能忘了，
那是大自然的馈赠，那是艰辛劳动的结果，没有人有理由糟蹋。

清代诗人袁枚是有名的美食家，他写了一本《随园食单》，介绍天
下美食。在这本描写了 300 多种菜式的书中，专门辟有一章 《戒暴
殄》，头一句话说：“暴者不恤人功，殄者不惜物力。”直斥餐饮浪费现
象，高扬珍惜物力理念。他要是看到“吃播”，天知道会气成什么样。

总之，健康的饮食，不是建立在浪费的基础上；健康的生活，绝
非煮鹤焚琴那般大煞风景，而是如孔子所说，“饭疏食，饮水，曲肱而
枕之，乐亦在其中矣”。

袁枚会怎么评价“吃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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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电（记者严冰） 近日，中国医学科学院基础医学研究所、北京协
和医学院基础学院、医学分子生物学国家重点实验室，与中国科学院国家
纳米科学中心科学家利用扫描隧道显微技术实现了对药物分子与蛋白质相
互作用的亚分子水平成像，并在世界上首次观察到药物分子的寡聚化行为。

这为科学家理解药物识别分子靶标的作用机制，进而优化药物分子结
构奠定了基础。新技术将在新型药物设计与研发、蛋白质结构测定等方面
展现出重要的应用价值。研究者们通过改进扫描隧道显微成像方法，成功
地获得了药物分子与其靶点蛋白质结合的超高实空间分辨率 （十亿分之一
米） 的单分子图像。他们的研究结果显示，药物分子硫黄素 T在靶点蛋白
表面形成二聚体、四聚体、六聚体，这些寡聚体对药物分子的靶向识别发
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8月5日，美国《科学》杂志子刊Science Advances以论文形式正式发
表了该项成果。

中国学者突破显微成像极限
定格药物与蛋白质结合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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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电（庞亚娜） 8月 10日，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贾建平教授团队
在国际医学期刊 《阿尔茨海默病与老年痴呆症》 在线发表论文，在国际上
首次表明外周血神经源性的外泌体突触蛋白可以作为阿尔茨海默病 （简称
AD） 无症状期的生物标志物，为AD的早期干预打下基础。文章第一作者
为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副主任医师贾龙飞，通讯作者为贾建平教授。

阿尔茨海默病已成为严重危害老年人健康和生活质量的疾病之一，目前
尚无有效药物能够治愈。多个AD药物在临床试验中失败，主要原因可能是
受试者病程已处于较晚的阶段。如果在阿尔茨海默病早期甚至是无症状期，
就能对患者进行干预，那么临床症状的出现可能会延迟，因此迫切需要对
AD早期甚至无症状阶段做出诊断，这也是当前预防和治疗AD的新思路。

中国医生发现生物标志物
阿尔茨海默病可提前预测

图为2月2日，在重庆三峡中心医院重症肺炎应急病区，副主任黄霞查
看、分析患者检查结果。 新华社记者 王全超摄

图为 2月 20日，福建省第十一批支援湖北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医疗队在
出发前集体宣誓。 新华社记者 魏培全摄

图为 2月 20日，福建省第十一批支援湖北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医疗队在
出发前集体宣誓。 新华社记者 魏培全摄

4月 6日，湖南省永州市道县人民医院 4名队员结束 14天隔离休整后，
与家人幸福团聚。图为受到夹道欢迎的周智热泪盈眶。

蒋克青摄 （人民视觉）

图为8月9日，观众在“众志成城——抗疫主题美术作品展”上用手机
拍摄油画作品。该展自8月1日起在中国国家博物馆开展以来，每天都吸引
众多的观众前来参观。

陈晓根摄 （人民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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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视野·向餐饮浪费说不▶▶▶

中国医师节——
向抗疫的白衣卫士致敬！

本报记者 熊 建

8月19日，第三个“中国医师节”即将到来，让人们再次回想起在抗疫斗争中奋勇争先的医生们。
他们站在抗疫最前线，凭借着“敢教日月换新天”的担当精神、“不破楼兰终不还”的攻坚精神、“俯首
甘为孺子牛”的奉献精神以及“天工人巧日争新”的创新精神，为社会公众筑起了一道坚不可摧的健康
长城。当此际，再次向这些白衣卫士致敬，学习、弘扬他们身上的抗疫精神，是很有必要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