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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把青春献给事业”

段智寰是云南昆明眼科医院院长、欧美同学会云南留学人员代
表，曾以国家公派留学生身份赴美国哈佛大学医学院完成了眼科学
和临床心理学的双博士学位深造。“我感恩这个时代，更感谢祖国，
让我有机会留学深造。同时我对自己毕业后选择归国创业备感自
豪。”她动情地说。

2004年作为云南省海外高层次引进人才回国的段智寰，利用自
身优势成功引进外资，创建了云南省首家对标国际标准的民营眼科
医院。昆明眼科医院拥有先进的眼科理念、眼科技术和眼科设备，1
万多平方米的诊疗面积、投资规模达3000多万美元。

“每当患者从我身旁微笑着走出医院，我都感到非常自豪。通过
自己的努力，可以让那么多的患者免受痛苦，重获光明。从医多
年，这份职业带给我的神圣与敬畏感从未消失。”段智寰说。

谈起创业之路，段智寰十分感慨，“这条路上的酸甜苦辣我都经
历过，一步一步盖起医院、培养专业人才……我把青春都献给了这
份事业。”

“不辜负生我养我的土地”

作为一名海归医生，郑宏一直希望能够破解“看病难、看病
贵”这一世界性难题，实现“人人病有所医”的目标。“作为医者，
穷尽我这一生，顶多能救治万余名患者。”郑宏说，他希望能够创新
出一种更高效的医疗模式，让无数患者的看病就医不再困难。

郑宏表示，伍连德、褚福堂、林巧稚、吴阶平、吴英凯等医学
海归前辈是包括自己在内的年轻海归学习的榜样，而爱国情、强国
志、报国行更是一代代海归矢志不渝的初心使命。“要不辜负生我养
我的这片土地，不辜负我最亲爱的祖国母亲。”

回国创业10多年来，段智寰和她的团队用实际行动救助眼疾患
者、守护人民健康。“我和我的团队十分关注社会弱势群体和困难群
众。我们与多省市妇联、侨联及相关慈善机构开展合作，先后免费

为 3万多名贫困白内障
患者实施复明手术，资
助免除贫困人群的手术
费。医院建院至今，我
们已坚持为社区居民免
费检查眼睛近 20 万余
人次。”段智寰说。

欧美同学会医师协会是欧美同学会下属的一个专业分会，
2014年10月19日在京成立，由来自北京协和医科大学、北京大
学医学部、首都医科大学等医学院校及其附属医院为主的留学
美、法、德、英、俄等数十个国家的医学界归国学者发起。

今年是欧美同学会医师协会成立5周年。一代又一代医学界
的归国留学人员，为国家的强盛和民族的复兴贡献力量，为人
民健康做出了贡献。

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走近这些海归医务工作者，听他们谈
留学初心和报国使命。

“吃水不忘挖井人”

“小志是做一名医术高超的好医生，中志是培养更多的医疗人
才，上志是成为治国安邦的国家栋梁，这就是我留学报国的初心。”
海归医协副会长兼秘书长、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主任医师郑宏
真诚地说。

郑宏出生在一个知识分子家庭，父亲是高安师范学校的一名教
师，母亲则是一名医生，也是当地第一个学成回乡的女大学生。“父
母从小就教育我们要‘吃水不忘挖井人’。当无数次看到母亲救治的
病人及家属向她投来的感激目光，我便下定决心要做一名悬壶济世
的医生。”他说。

1996年，郑宏前往法国Parly-II心血管病医院介入中心做访问学
者和客座教授，1997年7月1日成为他终生难忘的日子。“那天是香
港回归祖国的日子，我独自一人在租的房子里炒了几个菜，把从北
京带的二锅头拿了出来，在凡尔赛看香港回归的电视转播，喝着二
锅头，眼泪情不自禁地直往下流。”郑宏动情地回忆道。

那天晚上，郑宏给江西医学院的临床老师吴印生教授写了一封
长信，袒露了自己的志愿与心扉，把心底的 3 个志向告诉了老师。

“此后不久，我又把自己在国外学习的心得体会和对国内医院发展的
想法，向我所在的阜外医院领导写了一篇长篇报告，阐述了对医院
发展的看法与建议，提出建立‘阜医集团’的战略构想并制作了一
份‘阜外医院发展规划图’供院领导参考。”

白大褂
仁者心

段易成

第四届中法文化论坛近日在法国尼斯正
式开幕，300 多位与会嘉宾聚焦中法人文交
流，围绕两国在旅游、文化产业发展、电
影、教育等领域合作展开对话。

本届论坛主题为“‘一带一路’：文明对
话与合作共赢”。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欧美同学会 （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 会长陈
竺在论坛开幕式上表示，今年是中华人民共
和国成立70周年，中法建交55周年，也是留
法勤工俭学运动 100 周年。在这个承前启后、
继往开来的重要日子举办第四届中法文化论
坛具有特殊重要意义。

陈竺说，本届论坛以“一带一路”为主
题，其宗旨就是希望以文化交流为纽带，聚
合中法两国力量，共同倡导文化多元化、世
界多极化发展，以交流互鉴代替文明冲突，
以合作共赢代替暴力战争，努力使人类的明
天更加美好。

法国前总理、展望与创新基金会主席让-
皮埃尔·拉法兰说，中法两国虽然文化不同，

但是始终秉持求同存异的理念，坚持互相理
解和尊重。当今世界面临多重挑战和冲突威
胁，各国应为维护和平携手努力，通过文化
交流不断汇聚共识。

中国驻法国大使卢沙野表示，在当前形
势下，中法应本着“和平合作、开放包容、
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的丝路精神，在加强
文明对话、促进世界文化多样性方面发挥更
大作用，为破解困扰世界和平发展难题提供
方案。

法国文化部长弗兰克·里斯特说，当前中
法文化交流领域正不断拓宽，不仅在文化、
电影、艺术和书籍出版领域合作不断加深，
在博物馆交流、文化遗产保护以及图书馆数
字化等领域的合作也在顺利推进。

中国前文化部长蔡武表示，中法两国建
交后，文化交流成为两国关系中十分活跃、
成效斐然的重要组成部分。他建议两国政府
继续加强政策沟通和对话，大力发展民间外
交，推动文化机构开展深度合作，并进一步

推动双向旅游发展。
论坛期间，“苏州日”主宾城市系列活动

的重头戏昆曲和评弹展演以及非遗展示活动
在尼斯的阿尔贝一世花园登场，旨在向当地
民众展现中国江南文化艺术之美和苏州传统
文化魅力。展演活动为法国观众带来了昆曲

《牡丹亭·游园惊梦》 选段以及评弹 《枫桥夜
泊》《茉莉花》《太湖美》等经典曲目。

同时，苏州文化旅游推介会也在巴黎举
办。推介会展示了苏州文化旅游资源和最新
推出的旅游产品，并通过业内分享会、昆曲
评弹表演等，向法国观众展现精致内敛、优
雅温润的东方古城形象。

中法文化论坛是由陈竺和拉法兰于 2016
年共同倡议并发起的，先后在北京、法国里
昂、西安举办过3届，已成为中外文化交流领
域的品牌活动，被纳入中法两国政府高级别
人文交流机制。苏州受邀作为主宾城市亮相
本届论坛，并将承办第五届中法文化论坛。

（据新华社电）

当当““中国红中国红””遇上遇上““尼斯蓝尼斯蓝””

从金融到艺术的跨界

在位于北京市三间房南里 4 号院的北京国际
音乐节大本营见到邹爽的时候，她身着白衬
衫，头发利落地盘起，时不时会露出爽朗的
笑容。

出生于艺术世家的邹爽，在准备出国留学
时，却做出了让家人意外的选择——去伦敦政治
经济学院学习经济管理专业。令家人惊讶的决定
背后，她有着自己的考虑，“我很重视去伦敦最棒
的高校体验英国的整个社会形态。大学教育是人
生中非常重要的环节，我想更多培养自己的逻辑
思维能力，希望学些日后能转型用于其他行业的
内容。”邹爽说。

虽然选择了经济管理，但邹爽却从未想过要
入金融行业。“对于文化发展来说，像父辈那样只
做单纯的艺术家或许已不够，需要更为完整的体
系来支撑。”英国诸多文化事业系统化特征明显，
也与金融行业联系紧密，这使得邹爽意识到，经
济管理专业完全可以在推动艺术发展的过程中发
挥更大效能，实现更专业、更具规模化效应的商
业运作。

学校绝佳的地理位置，给了她更多接触戏剧
的机会。她常去看下午场的演出，边看边在心里
琢磨戏剧。从伦敦政经毕业后，她又在伦敦大学
学院拿到了电影文学硕士学位，后以一等荣誉的
成绩获得伦敦电影学院导演硕士学位。

毕业后，邹爽导演过不少歌剧作品，两次在
伦敦皇家阿尔伯特大厅复排大型歌剧 《蝴蝶夫
人》，先后于英国皇家歌剧院、北爱尔兰国立歌剧
院、立陶宛国立歌剧院、上海夏季音乐节等完成
从巴洛克时期到现当代的多部歌剧作品。就在今
年 4 月，2019 国际歌剧奖在伦敦落幕，邹爽以

“新艺术家”奖提名身份受邀参加颁奖典礼，她不
仅是该奖项诞生以来首位入围的中国导演，同时
也是本届唯一入围的中国歌剧从业者。

在“传统”与“创新”间平衡

与北京国际音乐节的结缘，可以追溯到 1998
年，那时邹爽就经常看音乐节的演出。2012 年，
她复排了音乐节的儿童歌剧 《诺亚的洪水》，“这
个项目很有意思，因为并不是单纯的演出，而是
要跟当地相结合，在其中嵌入很多中国元素的内

容，这让我能非常快速地进入到中外两边的机构
系统当中，在沟通和交流的过程中学会如何保持
平衡。”邹爽说。

让邹爽感触颇深的，是音乐节对于年轻人的
包容，“这里很鼓励年轻人说出自己的想法。”邹
爽说，“当时余隆总监常会找我们年轻人在一起开
会，每个人都得发言，‘你觉得音乐节好玩吗’

‘你觉得音乐节值得来吗’，让大家说出自己真实
的感受。”

“沙漠里起楼”，是邹爽对于1998年北京国际
音乐节诞生的描述。在她看来，音乐节在当时不
仅是一场文化交流的艺术活动，它隐含着一触即
发的能量，背后是公众热切的期待。但 20 多年
后，她需要玩出些“新花样”，不断为观众带来新
的音乐体验。“现在大家有各种各样的消遣方式、
解压方式，如何能让音乐节保持住最初的标准，
让那时候的气质仍然在这个城市深深扎根，这就
需要我们‘接地气’，要与年轻观众形成对话，曲
高和寡不是我们想要的。同时，也得不断保持与
国际同行的对话。”

正式加入北京国际音乐节之后，邹爽主导并
打造的“新锐歌剧”板块很快赢得了国内外的一
致好评。

在北京三里屯太古里红馆，她与团队打造了
一系列浸没式歌剧，由舒伯特声乐套曲 《冬之
旅》改编而来的多媒体声乐剧场《逐》、亚纳切克
经典歌剧改编的《小狐狸》、蒙特威尔第同名歌剧
改编的 《奥菲欧》 ……余隆也曾评价
说，邹爽的“新锐单元”像“风一样改
变了音乐节的思维”。拥有广阔的国际
视野、敏锐而独到的艺术探索嗅觉，邹
爽用自己的艺术理念在“传统”与“创
新”之间实现了很好的平衡，也为观众
提供了更宽阔的文化解读视角。

让音乐节展示出城市气质

水关长城脚下长达 8个多小时的概
念音乐会、被誉为“花腔之王”的捷克
传奇花腔女高音埃迪塔·格鲁贝罗娃的
北京首演、使用 VR技术每次仅可进一
人的虚拟现实音乐体验……今年的音乐
节亮点纷呈，为观众奉献了一场回味悠
长的艺术盛宴。与此同时，首位获得普
利策奖的华人女作曲家杜韵的歌剧《天
使之骨》，此次也将在中国首演。

今 年 ， 邹 爽 和 团 队 还 上 线 了 BMF （北 京
国际音乐节） 俱乐部，以创造同观众和艺术
爱好者直接交流互动的平台。“我们在俱乐部
里组织了很多活动，比如公益的大师课，以
对话形式让观众接触最前沿的艺术理念；组
织观众体验排练现场，观众可以走进马勒室
内乐团的排练厅，坐在乐手旁边，深入了解
艺术作品的创作和呈现流程。”她说。

“与观众的交流不能隔着一堵墙，如果有墙，
那么我们在这边精彩表演，观众在那边什么也看
不到。得建立跟观众距离更近的联系，把这堵

‘墙’‘拆掉’。”
1998 年，余隆刚刚创办北京国际音乐节之

时，只有34岁，邹爽也是在相同的年纪接棒，成
为音乐节的新任艺术总监。归国这些年，她希望
为观众带来更多元的文化体验，也期望努力实现
中外艺术的更好对话。她希望让音乐节在今后更
有“狂欢节”的感觉，展示城市气质，让古典音
乐真正地包围在人们身边，让更多跨国界、跨文
化的因子与北京这座城市互动。

“我现在既是做事情，也是在学习，在艺
术上再深造。每一段经历、所做的每一件事
都是在产生新的能量。永远都在学，永远都
到不了自己觉得特别牛的那个程度，总想着
有更好的可能性，然后让自己不停地积攒。”
邹爽就是这样不断对自己提着要求，也是这
样在不断努力着。

“让自己不停地积攒”
——访北京国际音乐节艺术总监邹爽

本报记者 孙亚慧

去年，执掌北京国际音乐节 20年的余隆正式卸任艺术总监一职，
曾任音乐节联合节目总监的邹爽接棒。今年是她正式成为北京国际音
乐节艺术总监的第二年。新的身份是新的挑战，更是新的机会。

图为郑宏 （右） 正在为患者义诊。

图为段智寰 （左）
正在为患者检查眼睛。

图为段智寰 （左）
正在为患者检查眼睛。

▲图为第四届中法文化论坛开幕式现场。
从左至右分别为欧美同学会秘书长王丕君，尼斯市长埃斯特罗

西，法国前总理拉法兰，法国文化部长弗兰克·里斯特，全国人大常委
会副委员长、欧美同学会会长陈竺，中国驻法大使卢沙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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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二届北京国际音乐节《追梦·长城夜》音乐会
谢幕时刻 （左一为邹爽）。 （音乐节供图）

第二十二届北京国际音乐节《追梦·长城夜》音乐会
谢幕时刻 （左一为邹爽）。 （音乐节供图）

——第四届中法文化论坛侧记第四届中法文化论坛侧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