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王振义院士出席“我与共和国共奋进”先进事迹报告会。 均本报记者 袁婧摄

用医者仁心点亮生命之光
七名医生与祖国同频共振的奋斗故事激励人们在新时代创造新成就

从占领国际医学至高点的外科医生，

到成功研发国产医疗器械的内科名家；从

远离祖国与亲人的援外医者， 到不论寒暑

走街串巷的家庭医生……昨天，首场“我与

共和国共奋进” 先进事迹报告会在上海展

览中心友谊会堂举行，97岁的“中国肝胆外

科之父”吴孟超、95岁的“癌症诱导分化之

父” 王振义等七位医生用医者仁心点亮生

命之光、与祖国同频共振的传奇奋斗故事，

引得现场无数次响起热烈掌声。

卧薪尝胆，征服技术荒原

百年现代医学发展本就是一部惊心动

魄的拓荒史， 对新中国的医疗卫生事业而

言，更是如此。

“我国是肝癌高发国家，上世纪50年代

初，国内肝癌防治领域一片空白。吴孟超看

在眼里、急在心里。 ”海军军医大学第三附

属医院政委陈树林讲述了中国科学院院

士、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著名肝胆

外科专家吴孟超的故事———《永远与党和

人民肝胆相照》。

陈树林说， 当时有国外专家看到吴孟

超简陋的研究环境后说：“中国肝脏外科要

赶上我们，起码要30年！”吴孟超听后，写下

“卧薪尝胆、走向世界”八个大字。历经上万

次实验，吴孟超等人终于在1957年首次提

出肝脏结构“五叶四段”解剖理论，中国医

生从此找到打开肝脏禁区的钥匙。 此后，

吴孟超一步步将中国的肝脏外科技术提

升至世界水平， 挽救了大量肝癌患者，被

誉为“中国肝胆外科之父”。

在上海卫生健康领域， 征服技术荒原

的故事不止这些。2000年后，西方的移植技

术已升级到活体移植， 而中国掌握该技术

的医院很少，儿童肝移植更因技术难度大，

涉足者寥寥无几。也因此，80%的中国胆道

闭锁患儿活不过2岁。

“成人肝移植是前人收获的风景， 儿

童肝移植却是亟待征服的技术荒原。 因为

这个领域无人问津， 重病的孩子才更需要

我们！” 夏强说。 2004 年， 38 岁的他到仁

济医院创建肝脏外科， 7 名医生、 11 张床

位， 白手起家。 在每天苦练 14 小时、 坚

持训练 10 个月后， 他带领团队在国内首

创 “精准切肝” 理念， 并于 2006 年 10 月

成功开展仁济医院首例儿童活体肝移植手

术， 宣告技术成功突围。

截至2018年， 仁济医院完成儿童肝移

植1679例，连续八年居世界第一，患者来自

全国各地乃至海外， 中国儿童肝移植技术

处于全球领先地位。

苍生大医，永远心系病家

临床上， 有太多凶险的疾病等待医生

去征服，一名医生一辈子看好一种病，已属

不易，更何况有人做得还不止这些。

昨天报告会开始之前， 一名95岁长者

的现身在现场掀起一阵小高潮， 齐刷刷的

掌声仿佛在表达对他的感谢。 他就是首批

中国工程院院士、 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

得者王振义。

上世纪80年代， 急性早幼粒细胞白血

病还是一种死亡率特别高的白血病。 女孩

小静生命垂危，就是得了这种白血病。王振

义研究病情后， 建议女孩服用还在实验阶

段的全反式维甲酸。不少人劝他“用自制新

药治疗，万一有啥，可能会名誉扫地”，他却

说“我相信科学，我有信心”。

奇迹出现了。 女孩吃了一个星期的全

反式维甲酸， 病情就出现转机， 白血病最

终完全缓解。 这是世界公认的诱导分化理

论成功治疗癌症的第一个成功案例， 王振

义因此被誉为 “癌症诱导分化之父”， 并

于 1994 年获得世界肿瘤学最高奖 “凯特

琳奖”。

王振义历经八年奋斗终于找到一种

药，一举攻克一种最危重的白血病。更为动

人的是，他没有为此申请专利。

“我手上的这盒药就是全反式维甲酸，

王老师只想着要让天下所有患者都用得起这

种药，所以他没有申请专利，无偿赠予全世界

各大医院使用。”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

金医院血液科副主任赵维莅说， 上世纪80年

代，这盒药在中国只卖11元，如今即使过去了

30年，国内也只要290元，并已纳入医保，而类

似的抗肿瘤药物价格高达2万元以上。 2012

年， 日本爱知癌症研究中心名誉主席大野竜

三教授说， 仅这一种特效药就为日本每年节

省10亿日元开支。

“患者的病愈，是医者最高的荣誉。”中国

科学院院士、白求恩奖章获得者、复旦大学附

属中山医院心内科主任葛均波说得动情。

回顾这位医学名家的奋斗历程， 也有着

数不清的 “第一”： 开通华东地区首个急性

心肌梗死抢救 “绿色通道”、 首例经皮主动

脉瓣置换术、 打破国外技术垄断的我国首例

国产完全可降解支架的应用……他说， 40年

前， 对冠心病心肌梗死的诊断和治疗， 只是

让患者 “等待命运的安排”； 而今， 伴随现

代医学的崛起和祖国医学事业的飞速发展，

冠心病成了一种可防可控可治的疾病， 所有

人共同的努力， 正是为了让更多患者重燃生

的希望。

大爱无疆，只要被需要就
会挺身而出

这份爱， 还是超越国界的。 “走上演讲

台的瞬间， 我的脑海里浮现出一幕幕与传染

病战斗的场景： 抗击非典、 应对甲流、 奋战

H7N9、 防控埃博拉、 狙击寨卡……” 上海

市公共卫生临床中心卢洪洲医生的讲述令人

屏息。

2014 年 11 月， 他作为中国首批援助西

非公共卫生培训队临时党支部副书记， 前往

塞拉利昂， 直面死神埃博拉。 “出发前， 国

家为我们每个人购买了人身保险， 我拨通了

妻子的电话， 对她说： ‘若我不幸被感染，

这笔保险金就为宝贝女儿购置嫁妆吧。’ 电

话另一头， 妻子也告诉我一个秘密， 她在我

的每件衬衫上 ， 都绣上了卢医生的英文缩

写。 她说， 非洲瘟疫横行、 治安堪忧， 万一

发生意外， 可以识别我的身份……” 卢洪洲

说到此处， 台下无数人泪目。

诚如这个“最美援外医生”所言，和平年

代， 与传染病博弈就是一场场没有硝烟的战

争，哪里有传染病，哪里就有公共卫生战士，

“在党和人民最需要我的时候，我必须站得出

来、冲得上去”。

2003年经历“非典”，卢洪洲与同事们创

造了被世界卫生组织赞誉的“社区零传播、医

务人员零感染”的上海模式。 也是此后，上海

乃至全国的公共卫生防控体系再上新台阶，

深受国际社会认同， 从当初的标准跟随者到

如今的指南制定者，中国智慧、中国方案正为

全球的公共卫生事业发展作出贡献。

在我们身边，还有另一种援外医生。 “去

年10月，我从遥远的北非回到熟悉的祖国、温

暖的家乡， 而我的78名援摩医疗队同事还在

以精湛的医技和高尚的医德为当地民众服

务。”第16批中国援摩洛哥医疗队默罕默迪亚

分队队长、 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岳阳中西医

结合医院推拿科医生胡炳麟说， 他代表的是

几百名在非洲摩洛哥援外以及在国内对口支

援西藏、新疆、青海、云南等地区的上海医务

工作者。

也有一群医生就在我们身边。 徐汇区斜

土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家庭医生朱兰扎根

社区一线30多年， 代表的是上海8000多名奋

斗在一线的家庭医生， 他们用技术与温情守

护着千万生命，也构建起“健康中国”“健康上

海”的基石。

“听完报告，很受触动，我想我们要学习

的不仅是他们对待医学事业的敬业、 对待患

者的竭尽全力，更要学习他们开拓进取、百折

不挠的奋斗精神和忘我的境界。”瑞金医院团

委副书记、血液科主治医师李啸扬说。

报告会现场还有不少医学生。“今天的聆

听让我回忆起填写高考志愿时的学医初心。

医学是一个充满爱与奉献的事业， 我们要在

当下优渥的条件下努力学习， 让自己配得起

这份伟大的职业。”上海中医药大学硕士研究

生龚佳宝说。

新
闻
人
不
应
被
技
术
迭
代
冲
淡
理
想

“新
时
代
的
中
国
”国
情
教
育
系
列
讲
座
第
二
期
在
复
旦
大
学
开
讲

在我国， 新的传播形态从出现到拥

有5000万用户，收音机用了38年，电视机

用了13年，互联网用了4年，微博用了14

个月，微信和抖音只用了10个月。在当下

这个新技术不断迭代、 人人都是麦克风

的时代， 年轻的新闻人不应受困于技术

焦虑，要继续坚守新闻理想，坚持优质的

内容基因。

昨天下午， 人民网总裁叶蓁蓁在复

旦大学新闻学院为上海六所高校新闻传

播学院的学生开讲“新时代的中国”国情

教育系列讲座。

这是本市部校共建新闻学院重点项

目———“新时代的中国”国情教育系列讲

座第二期的首讲。来自复旦大学、上海交

通大学、同济大学、华东师范大学、上海

外国语大学和上海大学的350余名新闻

传播学院师生现场聆听了讲座。

新闻人一定要有技术敏
感，但不应怀有技术焦虑

过去， 媒体是售卖新闻资讯和影响

力的专卖店， 现在越来越多互联网平台

正在集各种信息为一体， 未来媒体该如

何发展？通过分析技术发展趋势，叶蓁蓁

说， 全媒体融合发展是一种产业形态和

社会形态， 也是顺应时代的战略部署与

路径规划。

在他看来，从文字、印刷术到电信、

互联网技术， 每一次信息传播技术革命

都让信息的生产、 传播和获取成本越来

越低、门槛越来越低，同时参与的人群越

来越广泛。 “在一次次传播手段革新面

前，年轻的新闻人一定要有技术敏感，但

不应怀有技术焦虑。 ”他建议学生，要找

到自己的发展空间， 一定要以未来的眼

光看待当下。

叶蓁蓁说， 正如五年前贵阳提出打

造大数据之城，不少人觉得不可思议，但

是到了两年前， 所有能够想到的大型互

联网公司， 都把云后台设在了贵阳，“新

技术的发展使得一切都在基于新的逻辑

重新组合。 ”

坚定新闻理想，用看家本
领把握舆论主导权

技术发展如此之快， 对于年轻的新

闻人来说， 也有很多有关未来职业发展

的困惑。

讲座中，有学生提出，在微博、微信

及一些商业平台的影响下， 人们的阅读

习惯和阅读偏好似乎也在发生改变。 有

些新闻虽只有短短几句话， 却成了“10

万+”“100万+”的爆款，而一些深度调查

新闻，篇幅长、生产成本高，流量可能不及前者，面对这样的情

况，未来新闻人该怎么办？

叶蓁蓁直言，尽管网上不时会有所谓的爆款出现，多数却是

奔着流量而去，有些甚至为了流量而放弃了操守。 但是，与此同

时，不少有社会担当的媒体通过转型，努力提升对于重大社会问

题的议题设置能力，在提升媒体影响力的同时，利润也得到了增

长，这说明新闻人永远不能淡化甚至忘却自己的理想和使命。

他说，未来机器人写稿是必然的，但在可以预见的二三十年

中，人工智能不能替代的仍然是观点评论、深度调查、权威解读

和政策内参， 新闻人必须通过这些看家本领把握舆论主导权和

话语权。

复旦大学新闻学院研究生袁超颖说， 这次讲座让她重新找

到了对于未来职业发展的信心，任何时候只要坚守新闻理想，总

能最大程度地发挥创造力。 上海交通大学新闻传播学院研究生

焦文宾也说，这次讲座让他更加坚定了理想信念，他希望未来能

成为一名优秀的调查记者。

部校共建，培养优秀新闻传播后备人才

去年，上海首推“新时代的中国”国情教育系列讲座，覆盖复

旦大学新闻学院不同年级学生和上海媒体青年业务骨干2400多

人次。

今年的国情教育系列讲座， 将紧扣当前新形势新任务新要

求，结合新中国成立70年、上海解放70年以来的光辉历程、伟大

成就和宝贵经验，邀请各行各业专家开讲，帮助年轻人理解当下

的国情、党情、世情和市情，坚持正确政治方向、舆论导向、价值

取向，培养党和人民放心的优秀新闻传播后备人才。

这是打造新闻传播人才德育新模式的一次有益尝试， 也是

创新部校共建新闻学院的一次有益探索。

2001年起，上海市委宣传部与复旦大学共建新闻学院，经过

多年探索与发展，形成了许多可复制可推广经验。 2017年，市委宣

传部与上海交通大学、同济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和上海大学签约

共建新闻学院；今年2月又与上海外国语大学签约共建新闻学院。

部校共建，旨在培养造就一大批适应媒体深度融合和行业创新发

展，能够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的优秀新闻传播后备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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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造学习先进矢志奋斗良好氛围
首场“我与共和国共奋进”先进事迹报告会举行

本报讯 （记者唐闻佳）为庆祝新中国

成立70周年，弘扬新时代奋斗精神，昨天

下午，由市委宣传部、市卫生健康委共同

主办的“我与共和国共奋进”上海市先进

典型事迹报告会在上海展览中心友谊会

堂举行。 这是本市今年首场“我与共和国

共奋进”报告会，七名医生的奋斗故事激

励着人们在新时代创造新成就。

本场报告会呈现了中国科学院院士、

海军军医大学第三附属医院教授吴孟超，

中国工程院院士、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

属瑞金医院教授王振义， 中国科学院院

士、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心内科教授葛

均波，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

肝脏外科教授夏强，上海市公共卫生临床

中心党委书记卢洪洲，上海中医药大学附

属岳阳中西医结合医院副主任医师胡炳

麟，徐汇区斜土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家

庭医生朱兰等七位先进模范在医疗卫生、

科技创新、 教书育人等领域的奋斗故事，

以及他们的崇高精神和家国情怀。

来自全市的医务工作者代表、 高校青

年学生代表、 各区基层党员干部代表及社

会各界代表约800人参加了报告会。主办方

还在相关网络平台播放报告会实况， 并将

实况内容配送至全市社区， 在全社会进一

步营造学习先进、矢志奋斗的良好氛围。

为隆重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

周年，广泛开展英雄模范系列主题宣传教

育活动，深入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

设，弘扬上海城市精神，市委宣传部今年

将陆续举行“我与共和国共奋进”上海市

先进典型事迹系列报告会。

本次报告会前，市委常委、市委宣传

部部长周慧琳，副市长宗明会见了报告团

成员。

舞剧《永不消逝的电波》描摹英雄群像
“上海之春”红色经典展现独特魅力

本 报 讯
（ 记 者 宣 晶 ）

“长河无声奔去，

唯 爱 与 信 念 永

存 。” 今晚 ， 舞

剧 《永不消逝的

电波 》 将 在 上

海国际舞蹈中心首演 ， 再现可歌可

泣的英雄形象。 第 36 届上海之春国

际音乐节推出的 37 台主体演出中 ，

舞剧 《永不消逝的电波》、 云门舞集

《白水 》 《微尘 》、 “第一届长三角

专业舞蹈展演 ” 和 “70 华诞———长

三角优秀舞剧片段集萃 ” 等四台十

场舞蹈表演将带给上海观众独特的

艺术感受。

舞剧 《永不消逝的电波》 以李白

烈士的真实故事为素材， 在尊重历史的

基础上进行大胆原创， 描摹出坚贞不屈

的共产党人群像。 距离电影 《永不消逝

的电波》 上映已经 60 多年， 这部红色

经典借助舞剧的独特形式再获新生， 不

仅谍战故事悬念迭起， 还在舞台上呈现

出石库门、 弄堂、 报馆、 旗袍裁缝店等

老上海城市特色。

上海歌舞团的 80 后青年演员以细

腻而不乏张力的表演将这段战火纷飞岁

月中的英雄故事娓娓道来， 让观众看到

他们共同的革命信仰， 看到他们相互依

偎的爱情， 看到他们隐忍与坚持下的强

大内心。 去年 12 月， 舞剧 《永不消逝

的电波》 在上海国际舞蹈中心亮相， 九

场试演场场爆满。 今年 3 月， 舞剧启动

海口、 江门、 佛山、 广州等地巡演， 边

演边改精心打磨， 每一个舞蹈动作、 每

一次舞台走位、 每一束定点灯光都经过

了精扣细合。 据悉， 上海观众对红色经

典情有独钟， 这一轮四场演出仍然一票

难求。

与舞剧 《永不消逝的电波》 惊心动

魄的故事性截然不同， 云门舞集短篇双

舞作 《白水》 《微尘》 更像是著名编舞

林怀民内心的诗篇 。 《白水 》 明亮轻

盈， 在法国作曲家萨蒂的钢琴声中， 舞

者身着轻柔舞衣， 于山涧大海湍激水纹

投影间穿梭， 如水的流淌， 如时光的消

逝； 《微尘》 深刻凝重， 在音乐巨擘肖

斯塔科维奇 《第八号弦乐四重奏》 摧枯

拉朽的弦乐驱迫下， 舞者惊惶奔逃， 交

臂反抗， 凄怆震撼。 两支风格迥异的舞

作， 轻重两极强力拉扯观众情绪。 年过

七旬的云门舞集 “掌门人” 林怀民即将

卸任 ， 他说 《白水 》 是游走山水间的

“偶得”， 而 《微尘》 则是酝酿十年的重

量级短篇。 云门舞集 《白水》 《微尘》

将于 4 月 24 日-27 日登陆上海东方艺

术中心。

今年上海之春国际音乐节重要板块

“长三角专业舞蹈展演 ” 和 “ 70 华

诞———长三角优秀舞剧片段集萃”， 集

中了长三角地区舞蹈精粹。 其中， “长

三角专业舞蹈展演” 参演作品是近两年

内创作的优秀剧目， 旨在推出新人、 展

示佳作。 “长三角优秀舞剧片段集萃”

则精选出红色经典舞剧的代表性片段，

包括 《白毛女》 《闪闪的红星》 《烽烟

桃花飞》 等， 为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献

上祝福。

■本报首席记者 唐闻佳

■本报记者 姜澎

舞剧 《永不消逝的电波》 今晚在上海国际舞蹈中心首演， 上海歌舞团 80 后

青年演员将以细腻而不乏张力的表演讲述战火纷飞岁月中的英雄故事。 该舞剧在

尊重历史的基础上进行大胆原创， 不仅谍战故事悬念迭起， 还在舞台上呈现出老

上海城市特色。 （上海歌舞团供图）

医务工作者代表在现场认真聆听先进事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