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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外学习、工作的近20年，我一直渴望有一天能
把自己在外所学贡献给医院、社会，为国家医学事业的
建设贡献一份力量。”近日，四川省人民医院原院长、器
官移植研究所原所长邓绍平这样表达自己始终如一的家
国情怀。

创新医疗模式

今年61岁的邓绍平毕业于重庆医科大学，先后在瑞
士日内瓦大学攻读医学博士，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完
成博士后研究工作。他的研究方向包括肝胆胰疾病的病
理生理及临床移植免疫、异种生物材料、基因工程猪血
管及器官开发、糖尿病、移植免疫等。

2009年，邓绍平作为高端人才被四川省人民医院聘
请回国，先后担任四川省人民医院副院长、院长以及器
官移植研究所所长和临床免疫重点实验室主任。在四川
省人民医院任职期间，邓绍平坚持加强学科建设，引入
国际新理念，践行全新医疗模式，参与建立了包括器官
移植中心、细胞移植中心、全科医学中心、心身医学中
心等近20个临床亚专业医学中心，并引进和培养了一大
批优秀的学科带头人和骨干。在他的带领下，四川省人
民医院人才、科研、管理多管齐下，在全面发展的同时
快速提升核心竞争力，驶入发展的快车道。

邓绍平表示，医院想要谋发展，需要明确自身问题
和差距，提出补短板、建平台的发展策略；在整体发展
战略方面，推动医疗服务、科研、教学、健康服务同步
发展；在联盟发展战略方面，推动医联体建设相关工
作；在全域发展战略方面，参与健康医疗全领域内产业。

培育全科医生

长期以来，邓绍平不仅从事医学临床工作，还负责
大量的科研工作。在代表外科最前沿、最尖端技术的器
官移植领域，作为中国唯一一位国际异种移植协会常
委，邓绍平取得了诸多开创和引领性成绩。

“分级诊疗制度之所以迟迟不能落地，就是因为缺乏
足够数量和质量的全科医生。”回国后，邓绍平十分重视
医学人才的培养，致力于全科医生的培养。心身医学也
是邓绍平关注的领域。他说，实际上，现代科学医学认
为很多疾病都存在心理问题，很多器质性疾病也会因为
心理的影响被诱发或者加重。在他的带领下，四川省人
民医院设立了心身医学中心，更加全面地为民众健康保
驾护航。

海外求学多年的背景让邓绍平一直在思考，国内的
大型教学医院和国外同类医院相比，差距在哪？“我认
为高新技术、设备的引进，甚至人才引进都不是什么难
事，医院文化建设和良性医患关系的建立才是当务之
急。”邓绍平说，医患之间缺乏信任是目前最大的问
题，要解决这一问题需要久久为功。同时，可通过提高
海内外学术和人才交流频率，潜移默化地影响医院文化
氛围。

开展国际交流

无论在什么时代，谋合作求发展，开展具有影响力
的国际交流和合作都至关重要。2015 年尼泊尔地震之
后，邓绍平任副队长率领中国政府医疗队奔赴尼泊尔展
开两周的国际救援。医疗队的工作得到了尼泊尔政府、
当地民众以及世界卫生组织等各方面的高度认同。“这段
经历我至今仍记忆犹新。在我们离开那天，当地民众还
给我们开欢送会。这是对我们工作的肯定，也说明这个
工作真正促进了中尼民众的民间交流、建立了感情纽
带。”邓绍平自豪地说。

作为一名归侨，邓绍平始终以这一身份为傲，也数
十年如一日坚持用自己在海外所学回馈祖国。他希望，
未来能有更多在海外学习、工作的华侨华人回到祖
（籍）国发展，为新时代中国的发展贡献力量。

“科学进步具有时代性，年轻人走在第一线，发挥出
自身作用，我觉得至关重要。”邓绍平说。

（据中新网）

帮助同胞张罗“小事”

1997 年底，我跟随朋友一起来到罗马尼亚。
那时，我留了一头长长的头发，这成了我的独特

“标志”。
在来罗马尼亚之前，我从来没听说过这个国

家。1997年，我已经33岁，在老家浙江台州经商
多年。当时，中国改革开放正在起步阶段，国内
经济水平与欧洲国家还有较大差距。我的朋友到
罗马尼亚经商后回国告诉我，“罗马尼亚的生意很
好做”。从小在生意圈里摸爬滚打的我，嗅到其中
的商机。我一直都是不怕事、爱尝试的个性，就
想出国闯一闯。就这样，经过朋友的引荐，我一
个人来到罗马尼亚，开始从事鞋类批发的工作。

刚到罗马尼亚的前两年，我从不会说当地语
言、不认识人、不懂当地市场情况，到学会说罗
马尼亚语、掌握当地市场的资源人脉，逐渐在罗
马尼亚首都布加勒斯特的华人市场站稳脚跟。
2000年，我的生意逐渐稳定，在华人市场也积累
了一定影响力。我也是从这个时候开始，在罗马
尼亚的华人圈活跃起来。

随着事业顺利发展，我开始为帮助旅罗同胞
做些小事。华商朋友经济上遇到困难，我二话不
说就把钱借给他；批发市场上，同胞和当地商人
有了矛盾冲突，我都会尽力替同胞据理力争，为
他们讨回公道；在布加勒斯特生活的侨胞生活上
有什么困难，我及时帮助他们解决……张罗这些
事情，我从来没想过为什么要做，也从来不图什
么。出门在外每个人都不容易，能帮忙就尽量帮
忙——这就是我一直以来的“初心”。或许是因为
我热心肠的个性，身边的朋友都渐渐习惯了“有
事找王友华”。

讲诚信从未变过

2007 年，罗马尼亚台州商会正式成立，我被
推选为名誉会长。能得到商会会员的信任，我心
里又感激又兴奋。从那时起，我就把“好好为大
家服务”当作给自己设置的“硬性任务”。

罗马尼亚台州商会有三四百名会员，是罗马
尼亚成立最早的侨团之一，也是目前罗马尼亚影
响较大的侨团之一。商会会员大部分是浙江台州
籍的旅罗侨胞，既有事业规模较大的华商，也有
做小本生意的普通商人，还有在欧洲留学后留在
罗马尼亚工作的年轻一代华侨。这么多年来，商
会会员们一直非常团结。这既是源于大家血浓于
水的同胞亲情，也是社团同仁一起努力的结果。

作为台州商会会长，我做得最多的事，就是
帮助侨胞解决问题。逢年过节为罗马尼亚生活较
困难的侨胞送去现金、生活物资；为紧急需要回
国的侨胞购买机票；给生意受挫的同胞提供周转
资金；在中国国内遭遇自然灾害等事件时，组织
大家捐款捐物……我给出去的钱，小到几百欧
元，大到几百万元人民币；帮助的同胞，近的在
布加勒斯特生活，远的去非洲经商，只要有同胞
向我求助，我都是二话不说就把钱交到他们手
上。罗马尼亚华人圈子都知道，我几十年就是如
此。我从来没算过给出去多少钱。这个钱花出
去，能帮助同胞，我心里高兴！

咱们海外侨胞，尤其是经商的侨胞，有一个特
点，就是特别讲诚信。华商朋友既然来向我求助，就
一定是遇到了自己没有办法解决的困难，我把钱给
他们，就是帮助他们解燃眉之急。如果他们渡过了
难关，有了积蓄，也会主动把钱还给我。这么多年
来，诚信这一点，咱们海外侨胞从来没变过。

种下善良的“种子”

除了与会员互帮互助，我们社团还为一些有
困难的侨胞子女提供经济上和生活上的帮助。我
印象最深的是，十几年前，有一个商会会员溺水
身亡。他的妻子是罗马尼亚人，两个孩子一个 5
岁，一个7岁，一时间整个家庭失去了经济支柱。
我们商会讨论后决定，每个月凑钱给两个孩子提
供基本的生活费，一直把他们养到成年。这些
年，我自己陆陆续续给他们补贴了大约10万美元。
如今，两个孩子都到了上大学的年龄，两兄弟中的
哥哥马上就要大学毕业。每年我们在商会举办的中
秋节、春节聚会上看到他们，都由衷地高兴。看见他
们长大成人，就像看到自己孩子一样心里暖暖的。

今年3月，我接触到一位从乌克兰撤到罗马尼
亚的公派博士留学生。这个孩子家庭比较贫困，
但是从小就刻苦学习，考取了国内非常优秀的大
学，在校期间取得了很多研究成果，又由国家公
派到乌克兰攻读博士学位。他和几位同行的留学
生都面临学业暂缓、辗转回国的问题，回国费用
对他们来说是一笔很大开销。这些孩子是国家栋
梁，听说这个情况，我几乎没有犹豫，就决定替他
们承担所有回国相关的费用。尽管从他们抵达罗马
尼亚到乘坐包机回国，我都没能和他们见上一面，
但是他们微信发来长长的留言，让我备感欣慰。

回国后，这位博士留学生在微信留言里写
道：“我除了感谢，就是感动。我暗暗下定决心，
要继续努力学习和工作，将来用实际行动回馈祖
国和罗马尼亚侨团同胞的帮助，誓要将他们的善
良传承下去。”

能把这颗善良的“种子”种在他心里，我做
的一切都值了！

郑文泰，祖籍福建泉州永春，1945 年 8 月
出生于印尼一个家境殷实的华侨家庭。1960
年，郑文泰在印尼中学毕业后回到祖国，进入
北京华侨补习学校学习。两年后，郑文泰随南
迁的华侨大学热带作物系，到海南兴隆华侨农
场开始了半工半读的学习和生活，从此与兴隆
华侨农场结下了不解之缘。1964年，郑文泰正
式落户兴隆华侨农场。

郑文泰24岁时赴香港学习并从事建筑设计
和酒店经营。到20世纪80年代末，他已成为一
名成功的商人，但他始终难忘在兴隆华侨农场的
岁月。而且，建筑设计和酒店经营的从业经历使
他越来越觉得，终究“不能让建筑取代环境”。
他开始重新思考，应该用自己学到的东西，为国
家和子孙后代留下什么。

1992 年，郑文泰卖掉在香港等地的产业，
放弃继承殷实家产，回到兴隆华侨农场，在农
场内一块面积约5800亩、因过度开发而土壤沙
化的荒野山林中开启了对海南热带雨林的修复
工作。

基于在华侨大学时有关热带植物课程的学
习，郑文泰首先着手对当地特有物种、珍稀濒
危植物进行造地保护以及移植和培育工作。很
快，他注意到一种在当地被叫做“油榄仁”的

落叶乔木。“油榄仁”属濒危物种，但当时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它
的特性是在肥沃湿润的沙质土壤中生长快速，而且可以带动其它物
种生长。于是，郑文泰带领工人们对“油榄仁”进行了持续多年的
引种、育种、扩繁，成功培育了上万棵株苗，使“油榄仁”成为热
带雨林恢复的“先锋”。

郑文泰还较早关注了国家一级濒危保护植物海南苏铁。为了寻
找它，郑文泰不慎从悬崖上跌落，以致有几个月时间只能拖着伤腿
蹒跚行走。海南苏铁引入不久，又因遭遇强台风袭击而损毁严重。
但郑文泰毫不气馁，带领大家重新育苗、培植。引种棕榈科植物柬
埔寨糖棕时，因为没弄清糖棕的生长特性，工人们多次种植均未能
使其成活。郑文泰坚持培植试验，几年后终于引种成功。

虽然引种和培育不易，但若有国内科研院所的研究人员向郑文
泰讨要植物种苗，他总是慷慨相送，因为他希望有更多人参与这项
工作。那些他发现或反复试验才引种、培育成功的优良果树，他也
常常将种苗优先送给农场的种植户进行推广种植。

为保护本地生物多样性，郑文泰还注重以各类植物为载体，不
断完善园区内的立体生态结构。经过近30年的努力，郑文泰终于将
一块块荒地、一座座野坡打造成中国“最具有热带雨林原生态景
观”的“热带植物天堂”和物种基因库。如今，园区面积已扩大到
约1.2万亩，共有植物品种4000余个，其中珍稀、濒危植物65种。

2022年3月29日，郑文泰因病去世。作为新中国培养的一名侨
生，郑文泰以自己的专业知识、聪明才智和实干付出，回馈了他深
深眷恋的这片土地。

（中国华侨历史博物馆供稿）

百年百年航程航程 有有““侨侨””精精彩彩

侨胞说·祖国在我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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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7年底，王友华从老家浙江台州
启程，只身前往千里之外的罗马尼亚。
在这个对他来说全然陌生的城市，王友
华从零开始，在鞋类批发行业逐渐站稳
脚跟。如今，他的商铺已开到罗马尼亚
首都布加勒斯特红龙市场的显眼位置。
在这个欧洲地区最大的批发市场，提起
王友华，几乎所有华商都知道。20多年
来，王友华热心助人的故事在罗马尼亚
华人圈流传甚广。作为罗马尼亚台州商
会会长，王友华感到“重任在肩”。“我
的责任就是服务同胞，能多帮到他们一
点，我就打心眼里高兴！”他说。以下是
他的自述。

罗马尼亚台州商会会长王友华——

“帮助同胞，打心眼里高兴”
本报记者 高 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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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侨医生”邓绍平——

为中国医疗事业发展贡献一份力量
粟秋雯 岳依桐

随着天气转暖，蔬菜、花卉生长
旺盛，福建省福州市闽侯县南通镇蔬
菜花卉种植基地迎来春种春收的繁忙
时节，一块块田地如大地调色板。

上图：福建省福州市闽侯县南通
镇蔬菜花卉种植基地。

右图：4 月 12 日，一位农民正在
种植基地耕作。

新华社记者 姜克红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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