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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月 4 日，在一场网络直播中，乔瑟夫·
欧利佛·科梅急切地问叶永安：“中医有什么
好办法？”

当天，加纳新增 550 例新冠肺炎确诊病
例，累计确诊超2700例。科梅是加纳阿克拉
市雷克玛医院的传染科医生，让他着急的
是，当地缺乏有效的方法对抗新冠肺炎。

叶永安是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党
委书记，曾是北京中医药大学支援湖北国家
中医医疗队总领队，在治疗新冠肺炎方面积
累了不少经验。

在湖北期间，叶永安所在的医疗队接管
了湖北省中西医结合医院呼吸重症六病区，
参与八病区及 ICU （重症监护病房） 中医查
房。“国家队就是要啃硬骨头。”叶永安常常
这么说。

接手重症病区以后，叶永安发现，部分
患者不了解中药，加上感觉中药苦，所以排
斥中药治疗。但同病房吃中药的患者，几天
之后病情得到了缓解，本来排斥中药的患者
就主动找到大夫，提出想尝试一下。

2 月底的一次救治让叶永安印象深刻。
在重症监护病房，上着呼吸机的周某，氧合
指数只有 85，严重低于正常值，生命垂危。
叶永安马上赶到病房、查看病情，当即决定

进行中药干预。服用中药后，周某的病情迅
速好转。两天后，周某已经具备了拔管条件。

中医药如何在千钧一发之际力挽狂澜？
这是叶永安最近一直在思考的问题。

“在重症及危重症救治过程中，中医药起
到了什么作用？”4月17日，在国务院联防联
控机制新闻发布会上，有记者这样问叶永安。

叶永安很肯定地答道：“中西医联手救治
危重症，大有可为。”他举例说，“在湖北期
间，我们治疗的80例重型患者，综合治疗有
效率为 92.5%。危重症患者能够有效改善肺
功能，纠正休克，还能改善感染状态。”

叶永安坚信，中医药能在全球疫情防控
中发挥更大作用。最近，叶永安成了活跃的

“网络主播”，经常与海外同行进行线上交流，

他发现，海外很渴望了解中医药抗疫经验。
4 月 28 日，在另一场网络直播中，澳大

利亚专家问了跟科梅相似的问题：“中医药如
何治疗新冠肺炎？”

叶永安回答说，“目前我们筛选出了一批
有效方药，如‘三药三方’（金花清感颗粒、
连花清瘟颗粒和胶囊、血必净注射液、清肺
排毒汤、化湿败毒方、宣肺败毒方）。”叶永
安还特别提醒，中医遵循因时、因地、因人
制宜原则，不建议机械地搬用某一套方案，
尤其是对于重型及危重型患者来说，“一人一
策，辨证论治”能取得更好的疗效。

“某些中药品种在某些国家是被限制使
用的，这怎么办？”在直播中，全欧中医专
家委员会副主席江丹问了这样一个问题。叶
永安说，“有的国家限制使用麻黄、款冬
花、杏仁等，我们可以用香薷、紫苑、桑白

皮等药代替。”
不只是医生在关注中医药。叶永安说，

有一位在非洲的企业家问他，如何在公司里
用中医药方剂预防新冠肺炎。叶永安告诉这
位企业家，“中医讲究阴阳平衡，从现代医学
角度说，就是保持良好的免疫功能状态。如
果当地存在湿热过重的情况，可以适当用一
些清湿热的药物，以保证这种平衡，但不主
张盲目吃药。”

叶永安认为，要扩大中医药在海外的应
用，需要政府机构、医务人员等多方努力。
通过政府层面的沟通，完善法律法规方面的
对接；通过医务人员之间的交流，让海外的
医生进一步认识到中医药的作用；通过一些
必要的科普宣传，让民众了解中医药。

“中医药抗击新冠肺炎的疗效令人鼓舞。
当前，境外疫情暴发增长态势仍在持续，我
们希望把相关经验向全世界推广，为全球疫
情防控贡献一份力量！”叶永安说。

中医专家叶永安：

当起“网络主播” 分享抗疫经验
本报记者 潘旭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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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大西迁博物馆坐落于西安交通大学兴庆校
区。上世纪 50年代，一批交大人响应党的号召，

“打起背包就出发”，从上海迁至西安。博物馆二
层和三层展厅，分别呈现了交大西迁的创业历程
和辉煌成就。习近平仔细端详一张张照片、一件
件实物。在一层大厅，习近平亲切会见14位西迁
老教授，祝愿他们身体安康、家庭幸福。习近平
指出，“西迁精神”的核心是爱国主义，精髓是

听党指挥跟党走，与党和国家、与民族和人民同
呼吸、共命运，具有深刻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
要坚持党对高校工作的全面领导，坚持立德树

人，建设高素质教师队伍，努力培养更多一流人
才。习近平勉励广大师生大力弘扬“西迁精
神”，抓住新时代新机遇，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

建功立业，在新征程上创造属于我们这代人的历
史功绩。

——摘自《习近平在陕

西考察时强调 扎实做好

“六稳”工作落实“六保”任

务 奋力谱写陕西新时代追

赶超越新篇章》（人民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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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起背包就出发”

叶永安正在直播。 资料图片

对西安交通大学来说，4月22日极不平凡。
这天，习近平总书记来到这里考察，走进交大西迁

博物馆，亲切会见14位西迁老教授。
这是 3年来，总书记第三次关注“西迁”。这次，他

来到西安交大，来到西迁老教授身旁。
一时之间，西迁故事、西迁精神，再度走近人们视野。
视野拉回到64年前：

“宇土茫茫，山高水长，为世界之光……”汽笛载着
歌声远行，交大师生向西！向西！

从大上海到西安，从黄浦江边到渭水之滨，“党让我
们去哪里，我们背上行囊就去哪里”。

自此，6000 余名师生，投身西部，扎根黄土。麦地
田野间，平地起传奇。

64年来，弦歌不辍，薪火相传。

从黄浦江到兴庆湖

交通大学1896年创建于上海，始名南洋公学。
交大西迁，是在 20 世纪 50 年代。彼时，国家正处

“一五”、“二五”计划期间。素有“东方 MIT（麻省理工学
院）”的交大，缘何要从繁华大上海迁往大西北黄土地？

1955 年 4 月一天夜晚。交通大学党委书记兼校长彭
康，接到一个来自北京的紧急电话：中央决定，1956 年开
始，交通大学内迁西安，1955年开始进行基本建设工作。

当时，全国70%以上重工业、轻工业集中在东南狭长
地带。从国家安全和发展均衡等角度看，均应调整。交
大西迁，是共和国调整工业建设布局、文化发展布局、
高等学校布局的重大决策，是新中国知识界开创未来的
一次伟大行军。

印有“向科学进军、建设大西北”字样的乘车证，
静静躺在交大西迁博物馆橱窗里，无声诉说着此行的使
命。西迁指令一到，师生积极响应。1956 年，几千名师
生手持专用火车票，踏上西迁创业之路。

把一个60年历史学校，从沿海搬到西北，谈何容易！
西安交大档案馆馆长贾箭鸣介绍，“图书资料、机器

设备件件完好无损抵达校园，师生们点点滴滴生活难题
得到悉心解决，上海动员服务业职工随校西迁，西安市
的大米、水产品首先供应给交大师生……”

终于，1956 年 9 月 10 日，交通大学在古城西安借用
人民大厦举行了开学典礼。

此时，1200余亩新校园划定一年，仍在建设中。
校址位于西安城墙东南外不远处的一大片农田中。

这是千年之前，唐朝兴庆宫遗址范围，紧邻久已废弃的
大唐东市。向南不远，是长安名胜青龙寺、乐游原、曲江池
故苑。贾箭鸣将之称为“汉唐宫阙起楼宇”。两年后，兴庆
宫公园开建，与交大北门相对，内有湖面150亩。

1957 年，交大分西安、上海两部分，统一领导。两
年后，西安部分定名西安交通大学，与上海交通大学遥
相呼应。

西安交大校园，有条梧桐大道，名叫“彭康路”。彭
康校长，为西迁时交大“掌门人”。

这些梧桐，来自南方，与交大西迁人随行来秦。当
年手腕粗细，今成合抱之木。

梧桐擎天，既是西迁历史见证，更是“胸怀大局、
无私奉献、弘扬传统、艰苦创业”西迁精神的象征。

“大树虽然西迁，根根须须都要保护好，还要浇水施
肥，才能长成参天大树。”交大人说。

最难忘“草棚大礼堂”

初到西安，当地有“三不”：马路不平，电灯不明，
电话不灵。西安如此，新校园更不易。

贾箭鸣介绍，那时，下课去食堂要翻一条大沟，开
会要坐在四面透风的草棚大礼堂里，冬天的大教室要靠
一个小炉子勉强取暖。现在 10分钟轻松走到的路程，当
时竟要绕一个小时才能抵达。校园野草丛中兔子乱跑，
入夜有狼叫。

“刚到西安正是 8月，雨水多，学校没有一条像样的

道路，‘雨天水泥路，晴天扬灰路。’”忆起往昔，92岁
西交大老教授史维祥心潮澎湃——

“最难忘草棚大礼堂，工人们用毛竹搭成，重要会议
和电影放映都在这里进行。那时候上海，很多教师家通
了煤气。在西安得自己做煤块、打煤球。条件艰苦，但
能为建设祖国出一份力，是当时所有年轻人心目中至高
理想。”

口音也成了困扰。西迁老教授何新楷回忆，“我第一
遍讲课是用上海话讲的，不少学生听不懂。校长下了一
道‘命令’，用普通话来讲课。”在他看来，西迁时最艰
苦的，是那时的老教授。他们拖家带口，变卖上海房
产，举家迁西北。“这是更值得钦佩和传承的”。

交大西迁博物馆一个橱窗里，老式计算器、眼镜等
物品，属于钟兆琳先生。他是“中国电机之父”。

1957 年，周总理说，钟先生年纪大，夫人身体不
好，可留在上海。当时 50多岁的钟先生，把夫人留在上
海交女儿照看，只身踏上西行火车。他说，“共和国西部
需要开发，当初校务委员会开会表决，我是举手赞成了
的，决不能失信于人，失信于西北人民！”

正因为他迎难而上，在艰苦条件下，交大建成了全
国高校中首个电机制造实验室。

西迁中最年长的是 66岁的沪上名医沈云扉先生。他
与侄子沈伯参一同担任交大校医，随校西迁。彭康校长再
三劝阻他留上海，他微笑婉拒。“长安好，建设待支援，十万
健儿湖海气，吴侬软语满街喧，何必忆江南。”直至今日，沈
云扉这阙《忆江南》依然为人称颂，阅者动容。

84 岁高龄鲍家元教授，当年刚到西安，就参与筹建
计算机专业。他回忆，“那时候支撑着我的信念是，我一
定要把计算机专业建立起来，而且要成为全国最好的计
算机专业！”20世纪60年代初，西交大出版全国第一本计
算机教材《计算机原理》。

鲍家元坚守教学一线。退休前，没在晚上 12点前休
息过，每天只休息五六个小时。

西迁老教授李怀祖说，“1955年决定西迁，1956年秋
天交大就上课了，这个速度非常高。没有因为迁校推迟
一天开学，没有因为迁校而少开一门课程，也没有因为迁
校而耽误原定的教学计划和实验项目。”

西迁人口中，流传着一句话：“哪里有事业，哪里有爱，
哪里就有家。”滚烫黄土地上，这话冒着热气，闪着泪光。

让总书记“深受感动”

“现在还有人问我，当时西迁亏不亏，后悔吗？”
84 岁退休教师胡奈赛回答，“那看你用什么尺子来

量。我们为西北奉献了一个‘双一流’重点大学，你说
亏不亏？一点都不亏！你说后悔吗？这有啥后悔，这正
是我们的骄傲。”

4月22日，习近平总书记来看望了这批“骄傲”的西
迁老教授们。

他到西交大考察，饱含深情地说，从黄浦江畔搬到
渭水之滨，你们打起背包就出发，舍小家顾大家。交大
西迁对整个国家和民族来讲、对西部发展战略布局来
讲，意义都十分重大。

交大西迁博物馆一块展板上，印着彭康老校长的
话，“在学校中，工作就两条：一条是党的领导，一
条是教师队伍建设。”西交大校长王树国说，“总书记
在这里驻足良久，他嘱托我们到今天仍然要坚持这个
原则。”

西迁老教授潘季感慨，“总书记特别讲了，一定要来
看看我们西迁老同志，我感到非常激动。”一个细节让他
难忘，“总书记临走时，青年师生们合唱 《歌唱祖国》。
我们 14位西迁人坐在这里远远看着，百感交集。时代接

力棒交给年轻一代了，我们放心！”
过去3年，总书记还曾另外两次关注“西迁”。
2017年 12月，给西迁老教授的回信中，他勉励师生

继续弘扬好西迁精神，抓住新时代新机遇，到祖国最需
要的地方建功立业，在新征程上创造属于我们这代人的
历史功绩。不久，他在 2018 年新年贺辞中说，2017 年，
又收到了很多来信，其中有西安交大西迁的老教授，他
们的故事让我深受感动。

“‘西迁精神’的核心是爱国主义，精髓是听党指
挥跟党走。”总书记对“西迁精神”的阐述，鼓舞师生。

5月7日，西交大师生员工，以线下与线上直播两种
方式同上返校第一课。党委书记张迈曾作了“牢记总书
记嘱托，在传承西迁精神中爱国奋斗”主题讲课。

“总书记对我们的鼓励，坚定了我为国奉献的决
心。”南洋书院学生李卓雅说，西迁精神留下的不仅是一
个时代故事，更是不求回报，为人民、为社会、为国家
奉献的精神。

往事从头阅，历久绵长。时人更砥砺，接续奋进。
西迁后的交通大学，培养了近 28 万名毕业生。40%

以上留在西部建功立业，创造了3万余项科研成果。他们
为西部发展发光发热，将个人前途与国家命运紧紧相连。

而今，西迁精神激励青年，奔赴祖国最需要的地
方，在新时代建功立业。

“西迁精神”新传人

2020年春节，寒风刺骨，新冠肺炎疫情暴发。
除夕夜到元宵节，西安交通大学一附院、二附院半

个月时间，派出302名医护人员紧急驰援湖北抗疫一线。
“党需要我们去哪里，我们就背着行李去哪里！这正

是西迁精神写照，也是我们医疗队队员的家国情怀与使
命担当。”西安交通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医疗队队长巩守平
说，70%以上交大青年医护人员主动申请逆行武汉。

前线医疗队员与死神角力。40 分钟防护准备，6 个
小时持续工作，8 小时滴水不进，汗水湿透了防护服和
手术衣，口罩和护目镜在脸上压出血痕。有时纸尿裤根
本用不上，隔离衣密不透气，身体水分全化作汗水。西
安交大一附院重症医学科王敏娜说：“年轻，就不怕苦
和累。”

防疫抗疫科技战线，西交大人冲锋在前，急祖国之
所急。荣命哲、孔刚玉教授领导团队，研发了等离子体
活化水消毒设备，为防疫一线病房物表消毒贡献力量。
肖燕妮教授带领生物数学团队建立疫情传播模型。管理
学院教授刘跃文利用大数据技术，为云南省开发新冠病
毒感染风险预测模型及系统……

疫情防控期间，肖燕妮教授被困湖北边远山区，购
买一支笔、一个本子都十分困难。她与团队成员，在计
算条件有限、流行病学调查有限、传播风险未知等不利
条件下，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研究成果为疾病预防
控制、相关政策决策提供了重要依据。“利用数学工具研
究突发性传染病的传播、控制，服务公共卫生策略，是
我们的责任。”她说。

4月21日，西咸新区、渭水之滨，中国西部科技创新
港正式启用。5000 亩创新热土，是西交大的新作为和新
起点。

64 年前，从上海西迁西安，一所重点大学在中国西
部拔地而起。64年后，新西迁人承载着交大人的时代使
命——建设世界一流大学，探索21世纪大学新形态。

创新港将先行先试中国大学科研体制机制改革。它
将为国家提供大学科研体制机制创新示范工程，力求建
成引领西部、辐射全国、影响世界的科技创新体。

目前，这里已经建成 29个陕西省科研基地，18个省
重点实验室、工程技术研究中心，11 个省工程实验室、
工程研究中心，覆盖动力工程及工程热物理、电气工
程、管理科学与工程、生物医学工程等19个学科。

“中国西部科技创新港，是‘西迁精神’引领交大人
落实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主动融入国家发展格局的
又一创新举措。”张迈曾说，“作为新西迁人，我们继续
听党指挥跟党走，抓住新时代的历史机遇。”

扎根黄土，“西迁精神”代代传
本报记者 原韬雄

俯瞰西安交大。 张 杰摄

部分西迁老同志走在西安交大兴庆校区梧桐道上。 西安交大供图部分西迁老同志走在西安交大兴庆校区梧桐道上。 西安交大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