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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小传
瞿洪平，1967 年出生于上海，2020 年 3

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

属瑞金医院重症医学科主任、主任医师、博士

生导师。 从医 30 年，他始终坚守重症救治第一线，尤其是 2020 年

2 月 11 日至 4 月 17 日， 他带领团队入驻上海市公共卫生临床中

心重症隔离病房，救治新冠肺炎危重症患者，坚守上海抗疫最后一

道生命之门。 2020 年 9 月 8 日，瞿洪平荣获“全国抗击新冠肺炎疫

情先进个人”称号。

人物小传
陈林根 ，1967 年 6 月出生 ，2016 年入

党 。 上海联中食用菌专业合作社党支部书
记 、理事长 。 他始终铭记 “农民种好地就是对

社会最大贡献 ”，全身心投入现代化农业生产 。他用勤劳和创新
引领双孢蘑菇产业转型升级 ，亩产值达到 200 万元 ，带领一大
批农民群众共同致富 。 先后获得全国劳动模范 、全国农村创业
创新优秀带头人 、金山区优秀共产党员等荣誉 。

重症医学是靠持久力的马拉松，
我们的职责就是帮助患者一起跑好
这场生命的马拉松。

为人民谋幸福让老百姓过上好日
子，是中国共产党始终不变的初心使
命，也应当成为我永远的精神追求。

瞿洪平：重症医学“老将”，共产党员“新兵”
从医 30年，长期奋战在重症医学领域；一线抗疫，先锋模范效应增强入党决心

重症医学是什么？ 重症医学是生
命的最后一道防线 。 正式上班之前 ，

了解各床病人经过一晚后的情况， 是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重
症医学科主任瞿洪平教授每天到达病
房后做的第一件事。

心电脑电监护仪 、 纤维支气管
镜 、 重症超声 、 血气分析仪 、 血滤
机、 呼吸机……这里是上海交通大学

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 10 号楼的 5 楼，

是电视里闪着红灯的 “ICU” （重症
医学科）， 这里也是瞿洪平的战场。

“火线入党无比光
荣，‘老医生’获新生命”

时间回到 2020 年 3 月 18 日， 上
海市公共卫生临床中心正在举行一场
特殊的入党宣誓仪式： 36 名白衣战士

坚守在不同病区， 通过手机、 电脑连
线， 站在党旗前高举右拳， 郑重地宣
誓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对于加入中国共产党， 瞿洪平是
这样说的 ： “我是一名重症医学的
‘老兵 ’。 在上海救治新冠肺炎病人
的前线庄严宣誓加入党组织 ， 成为
全国 9000 万共产党员中的一名 ‘新
兵 ’， 令我终生难忘 。 火线入党无比
光荣 ， 可说是一名 ‘老医生 ’ 获得
了新生命 。”

为什么在这个特殊时刻向党组织
靠拢？ 瞿洪平忆起在上海公卫中心的

67 个日日夜夜。 “一名党员就是一面
旗帜， 在公卫中心， 党员医护一次次
主动请战 ， 深深感染了我 。 ” 他说 ，

兄弟医院很多也都是支部书记带队 ，

有大批的党员和入党积极分子在抗疫
最前沿 ， 他们临危不惧 ， 困难面前
豁得出 ， 关键时刻冲得上 。 正是这
些党员的先锋模范效应进一步增强
了他和周围其他非党员向党组织靠
拢的决心 ， 在火线郑重地递交了入
党申请书 。

重症救治箴言：挑战
未知，永不放弃

在上海市公共卫生临床中心重症
隔离病房， 瑞金医院瞿洪平团队奋战

在抢救最危重新冠肺炎患者的第一
线， 直面病毒的挑战， 克服身体的极
限 ， 托举起一条条危在旦夕的生命 。

其中， 该团队使用 ECMO （体外膜氧
合 ） 技术成功救治的一名 62 岁的危
重症新冠肺炎患者， 后来顺利康复出
院 ， 其长达 47 天的 ECMO 支持一度
打破上海的医疗纪录。

“危重患者救治需要挑战现有
医疗的极限 。” 瞿洪平说 ， 这次的疫
情一线救治经历也带给他很多对医
疗理念和技术的新思考 ， “危重症
新冠肺炎病人治疗， 对整个医疗界都
是一个极限挑战， 我们遇到了许多前
所未有的情况， 也采取了一些前所未
有的手段。 结果让我们看到原来看不
到的结局， 更提示了我们在危重患者
救治中要坚持两点 ， 一是勇于挑战
未知 ， 拨开迷雾找到出路 ， 二是永
不放弃 。”

回归瑞金医院大本营， 瞿洪平依
旧是那个 “随叫随到 ” 的 ICU 掌门
人， 这里同样惊心动魄。

瞿洪平说起一名近期令他印象深
刻的病人 ， 这位 40 多岁的患者因肺
部感染来呼吸科就诊， 没想到， 在例
行筛查过程中医生发现他的肾上腺有
肿瘤， 而当感染控制后他又突然出现
胆道梗阻， 上了支架后又出现多次严
重休克， 同时肾上腺皮质减退， 情况
十分危急。

“我们没过多久就发现源头是肾

上腺肿瘤， 因为肿瘤导致患者免疫功
能低下， 引发肺部感染、 胆道梗阻等
一系列问题。 所以， 切除肾上腺肿瘤
的手术指征非常强烈； 但是， 他的反
手术指征也同样强烈， 由于肾脏遭遇
重创、 内分泌紊乱等问题， 这名患者
似乎难以再承受一次手术 。” 瞿洪平
在 ICU 里观察着这名奄奄一息的患
者 ， 借助床旁透析 （CRRT） 这名患
者持续接受着肾脏替代治疗。

生命在喘息期， 瞿洪平也在等待
一个机会 ， 就在持续 CRRT 治疗 50

多天时， 他通知手术团队准备肿瘤切
除手术。 “没有绝对的最好条件， 我
们需要在感染控制的间隙找到一个患
者身体内环境的相对稳定期， 创造解
决根本问题的机会 。” 瞿洪平形象地
说， 疾病对身体的打击如潮涌般一波
波袭来， 医生需要在波谷到波峰的间
隙找到让生命 “反败为胜 ” 的机会 ，

这靠技术， 更靠经验， 靠对生命的日
夜守护， 细致观察。

前后两个多月的救治 ， 没有放
弃、 挑战极限的瞿洪平团队等来了最
好的结局， 患者成功手术， 解决了原
发疾病， 顺利康复出院。

“帮助患者一起跑好
生命的马拉松”

从医 30 年 ， 瞿洪平长期奋战在
重症医学领域 ， 从汶川地震到 H7N9

禽流感等， 在许多重大公共卫生事件
的现场， 总能看到他的身影。 瞿洪平
也特别感慨： 重症医学学科正是伴随
着重大事件的发生而逐渐确立其地
位， 不断发展壮大， 成为阻挡在危重
病人和死神间的最后一座堡垒。

学科发展， 越来越多的新技术应
用于重症医学， 瞿洪平有着自己的坚
持： 完整体系化的治疗一定是去利用
技术， 而不是受制于技术。 以这次战

“疫 ” 中 被 视 作 “生 命 神 器 ” 的

ECMO 为例， 瞿洪平总在想 ： 并非用

ECMO 或者使用时间越长 ， 就越厉
害， “技术当然越先进越好， 但我们
不能因为技术发展就迷失了方向， 我
们的目标要始终清晰———那就是更好
救人”。

谈到重症医学的未来， 瞿洪平深
深感到 ， 在老龄化愈发明显的今天 ，

很多患者的病情很难从单一器官病变
判断 ， 这是医学发展面临的突出问
题 ， 综合的全科 ICU 发展有其必要
性。 也因为对老龄化社会的体察， 瞿
洪平在接受采访时反复提及一点———

人文关怀、 身心同治。

这些年， 他努力改善着 ICU 的环
境， 连灯光明暗度都不放过， 通过光
线调节改善重症监护室的幽闭情况 。

有些老人每天在灯光照射下会产生昼
夜节律紊乱和恐惧心理， 让患者尽可
能接触自然光线， 尽量保持正常的自
然界作息规律， 这也有助于缓解患者
的紧张、 焦虑心理。

他还与记者畅谈重症监护病区的

5G 技术使用， 借助 5G、 3D、 VR、 AI

技术帮助患者和家属取得实时 “面对
面” 联系以安抚情绪。

抗疫的经验， 也沿用至他如今所
在的重症监护病区。 “如今我们开始
更早应用俯卧位， 帮助患者更快地康
复 。” 瞿洪平不断探索并拓展重症医
学科的边界， 前伸至如何在更早期预
防、 缩短危重的过程， 后延至如何在
延长生命、 保证质量的同时， 减少社
会资源消耗， 达到良性的循环。

“重症医学不是靠爆发力的冲刺
跑， 而是靠持久力的马拉松， 我们的
职责就是帮助患者一起跑好这场生命
的马拉松 。” 瞿洪平说 ， 重症医学就
是病人的最后一道防线 ， 挽救生命 ，

帮助患者重回家庭和社会 ， 是这个
“战场” 上的医务人员的使命。

摄影： 本报记者 袁婧

■党旗飘扬 ·上海百名基层党员谈初心

■本报记者 唐闻佳
实习生 邱喆倩

陈林根：“蘑菇大王”带动乡亲共创致富路
十年汗水与坚守，造就了72亩土地成为亩产值200万元的黄金地

在沪郊金山区， “蘑菇大王” 陈
林根十里八乡远近闻名。 廊下镇有个
双孢蘑菇种植基地， 上海市民餐桌上
一半以上的蘑菇都产自这里。

陈林根创办的上海联中食用菌专
业合作社， 工厂化双孢蘑菇亩产值达
到 200 万元， 甚至超过一般工业用地
的亩产值。 他还带动了附近农民改变
传统种植方式 ， 转型工厂化种植蘑
菇 ， 让廊下镇如今有了 “蘑菇小镇 ”

的称号。

“第一个吃螃蟹”，十
年耕耘实现“蘑菇梦想”

陈林根很有胆识， 敢想敢干， 18

岁创业 ， 1986 年办起养猪场 ， 2001

年开办水泥预制品厂， 2007 年创办五
金机械厂。

2004 年， 陈林根认真研读当年中
央一号文件， 意识到 “三农” 领域大
有可为。 于是， 他将自己所有资产投
入 “种蘑菇 ”。 2010 年 ， 陈林根初到
廊下镇 ， 租赁 72.5 亩土地搭建 72 个
蘑菇大棚。 当时， 传统种植基本靠天
吃饭， 劳动强度大且采用露天堆料发
酵， 基地内又脏又乱， 臭气熏天。

2011 年 12 月 ， 陈林根受邀代表
上海食用菌蔬菜协会参加在北京通
州举行的工厂化生产食用菌论坛 ，

第一次接触到了工厂化种植蘑菇模
式 ， “在干净的厂房里 ， 种蘑菇可
以这么好这么快 ？” 这个论坛颠覆了
陈林根的认知 ， 他立马想办法与参
加论坛的外国专家建立联系 ， 去荷
兰考察双孢蘑菇工厂化栽培技术和

管理 。

以往靠人工需要 5 天才能干完的
农活， 如今使用自动化设备仅 1 小时
就能全部完成———一趟荷兰之旅， 让
陈林根充分感受到现代化农业的高
效， 他暗下决心要 “第一个吃螃蟹”，

在上海尝试工厂化生产双孢蘑菇。

说干就干。 短短 3 个月之后， 一
台来自波兰的 “莫西康” 多功能上料
机出现在了陈林根位于廊下镇的蘑菇
基地。 在上海市农业科学院专家的指
导下， 他大胆引进荷兰技术并结合我
国国情进行本地化 ， 还先后投资超 2

亿元， 建成拥有世界最先进 “三次发
酵” 隧道、 面积达 3.2 万平方米的现
代化菇房 ， 日产鲜菇突破 20 吨 （约
占上海鲜菇产能的 65%）。 这里一跃
成为江南地区技术含量最高， 栽培规
模最大， 产、 供、 销渠道最为完善的
智能化双孢蘑菇栽培基地。

当时， 中国还没有工厂化生产双
孢蘑菇的先例。 陈林根与技术人员先
后多次前往欧洲学习双孢蘑菇工厂化
栽培技术和管理经验。 配套设备没有
图纸， 他们就利用视频和照片进行自
我摸索。 陈林根敢于创新、 不照搬国
外经验， 多次修改设备结构， 让 “洋
货” 更加适应中国国情， 荷兰技术人
员对他的创新设计也是赞不绝口。

由于国外设备技术资料是全英文
的， 这对于年过半百的陈林根来说也
是一个极大的挑战。 没有相关经验的
技术员， 他自己就变身技术员， 学习
英文， 钻研数控技术。 在他的坚持和
努力下， 专业英文单词、 远程控制传
感器等 “拦路虎” 被一个个攻克。

就靠着不断学习积累 、 辛勤工
作， 陈林根的 “蘑菇梦想” 逐步成为
现实。

在这十年间， 虽然浙江老家离基
地只有 35 公里 ， 但陈林根只回去过
三次， 就连大年三十也是匆匆和家人

吃完年夜饭就赶回基地值班。 十年汗
水与坚守 ， 造就了 72 亩土地成为亩
产值 200 万元的黄金地。 通过引进现
代化技术和先进管理模式， 双孢蘑菇
产值得到很大提高， 每个栽培周期 33

天 ， 每周期单产达 35 公斤/平方米 ，

全年可循环 11 个周期 ， 产量是之前
传统种植的近 20 倍。

支部建在产业链上，
基地联动农户共同发展

作为带动廊下镇农业发展的大
户 、 带领乡亲们共同奔小康的典型 ，

陈林根于 2016 年光荣地加入了中国
共产党， “为人民谋幸福让老百姓过
上好日子， 是中国共产党始终不变的
初心使命， 也应当成为我永远的精神
追求”。

从此， 陈林根的事业有了更明确
的方向。 他的蘑菇基地里 7 名技术骨
干都是党员。 陈林根说，我们的蘑菇事
业靠的是“党建引领”。 上海联中食用
菌专业合作社将支部建在产业链上 ，

打造合作社党建研学基地，并探索“党
建+合作社+基地+农户 ”模式 ，进一步
发挥合作社党支部示范引领作用。

“合作社的发展离不开政府和村
民的帮助， 作为合作社负责人， 不能
只将合作社的发展作为重点， 还应该
担负起应尽的社会责任 。” 陈林根的

蘑菇基地正持续带动周边菇户转型
升级 ， 改变传统种植模式 ， 赋能乡
村振兴 。

党建引领下的 “合作社+基地+农
户 ” 模式 ， 解决了传统的人员分散 、

产品品种单一、 信息缺失、 抵御市场
风险能力弱等因素。

以基地联动农户的发展模式， 陈
林根与合作社技术人员一起推广食用
菌产业化———不仅把发酵好的培养料
供应给农户， 并提供全程技术支持及
人员辅助， 产品托底回收， 手把手带
动农户一起种菇致富。 他的基地已经
为 6 万多平方米传统技术种植的农户
提供技术支持 ， 带动区域行业升级 2

万多平方米。

从廊下镇起步， 陈林根的蘑菇技
术走出金山区、 走出上海市， 走向了
长三角： 他与人合作创建 “蚂蚁蘑菇
学院 ”， 为长三角毗邻地区农业经营
主体负责人、 农场主等授课， 帮助浙
江省平湖市、 嘉善县， 江苏省太仓市

3 家传统种植合作社转型升级 ， 大力
推广食用菌产业化种植， 实现食用菌
从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转变。

践行绿色发展，寻找
生态农业发展新途径

工厂化种植让 “绿色生态农业 ”

走出了一条新路。 为推动秸秆综合利

用， 陈林根购置了 12 台秸秆回收机，

收购金山区、 平湖市、 嘉善县范围内
的稻麦秸秆， 作为原料全部用于双孢
蘑菇栽培。

在他的努力下， 合作社年消耗农
业废弃物 5 万多吨秸秆 、 3 万多吨畜
禽粪便， 减少焚烧秸秆、 畜禽粪便排
放带来的环境污染， 并利用种植后的
下脚料转化为有机肥还田， 年产有机
肥 8 万多吨， 每年出售有机肥收入逾

30 万元。 全镇生产蘑菇产生的菇渣每

年约 4 万吨 ， 满足了当地 36 个蔬菜
园艺场和 12 家林果生产基地对有机
肥的需求。

为响应对口扶贫号召， 陈林根投
资了 1.68 亿元参与农村综合扶贫帮
困， 他还主动对接金山区残联， 帮助

40 余名残疾人实现再就业。 在抗击新
冠肺炎疫情的过程中， 上海联中食用
菌专业合作社连轴运转 ， 加量供给 ，

稳定价格， 确保了市民群众拎稳 “菜
篮子”。

■党旗飘扬 ·上海百名基层党员谈初心

■本报记者 薄小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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