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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志芬是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天
坛医院手术室里一名巡回护士，是
我们身边的“提灯女神”南丁格
尔，也是一名共产党员，大家习惯
叫她“叶子”，而我则喜欢称呼叶
老师。

初识叶老师是在老医院三楼手
术室的走廊。那时，我是一员小
兵，叶老师在普仁医院工作，周五
偶尔回来，我说“叶老师好”，她
站住了，有点愣愣地问我：“你咋
知道我是叶老师？”脆脆的声音，
直到今天我还依稀记得，叶老师有
点萌。过了几年，孙老师（另外一
名极优秀的巡回护士）退休后，叶
老师从普仁医院回到本部工作接替
了孙老师，成为我们病房手术室的
巡回护士。

巡回护士在手术室里的工作很
零碎，比如核对病人、扎点滴、摆

体位、盯着消毒脱碘酊、盯着开台、
帮助打印东西，看似简单，却浓缩着
一分深深的责任心，稍有不慎，手术
的效果会大打折扣。记得老父亲在北
京某著名医院手术，术后额头留下一
块黑斑，我不知道是什么，一问叶老
师才知道是脱碘酊不彻底留下的碘酒
灼痕。原来，盯着看看消毒脱碘有没
有漏掉的地方，以防烧灼病人的皮
肤，耳朵眼里的棉球有没有拿出来，
封眼膜有没有漏洞等，正是叶老师的
工作内容之一。事后，每次消毒，我
都会给研究生讲这个故事，提醒他们
脱碘要彻底。

地方医院跟天坛医院相比，其实
差距不大，就是一双手（神外医生的
手），一个托盘（手术室配合），一个
肩膀的距离（病人的体位）。但是这
个距离超越起来很难，这与护理工作
密不可分。有一次我去外院手术，一

个桥小脑角肿瘤，该院的托盘和肩膀
都摆放不合适，整台手术我都在跟患
者的肩膀较劲，可想而知效果如何。
而在天坛医院工作，肩膀和托盘叶
老师会摆放 （伺候） 得好好的，我
也很少上心去注意这些工作。从那
次会诊受挫后，我特别注意病人肩
膀的摆放，也会和住院医、进修生
讲。护理工作的经验日积月累，能
够完全体会到术者对体位、头位的
要求，能够预见性地工作，难能可
贵，即使外院护士来进修学习，也
难体会理解。

“您就是一池清澈的水，您在的
时候再起波澜也不惊，我们在波澜起
伏中专心地、投入地、静静地、放松
地、心无旁骛地完成手术，因为手术
室里除了手术以外的一切，您都帮我
们打理得井井有条。关上手术室的大
门，我们只属于手术，而手术之外的

您都准备好了。”叶老师对手术室整
体的掌控是无可匹敌的，手术中遇
到困难常有，术中大出血的时候叶
老师总在我们身旁，每当遇上困难
大的手术，只要有她在我们身后，
再加上几句安慰的话，我们胆子就
大了，无所畏惧了。

其实，巡回护士在手术室里是主
人，我们是来做客的，包括病人、医
生、麻醉师等等。巡回老师把手术间
里的显微镜、头架、手术坐凳都布置
井井有条，而且她们对手术整个过程
的“把控”也极具技巧。除了专业以
外，巡回老师营造的氛围在手术中更
重要，在和谐舒缓的轻音乐里吃法国
大餐与烦躁的环境里吃大餐的效果差
异囧大。

一台手术成功完成，患者得到有
效救治，人们往往会将关注点指向外
科主刀医生的精湛技术和辛勤付出，
而在一旁的“绿衣天使”叶老师们则
鲜被关注，她们用自己的专业和态度
与手术医生精湛配合，在延续生命的

“赛道”上争分夺秒，甘做“绿叶”
配“红花”，是真正的无名英雄。

（作者系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天坛
医院主任医师）

“提灯女神”叶志芬
郝淑煜

从 3000万到 0，又一种传染
病在中国消失。

6月30日上午8时，世界卫生
组织（WHO）总干事谭德塞正式
宣布，中国已经消除了疟疾。在过
去的70年里，中国成功地将疟疾
负担从 20 世纪 40 年代的每年
3000万例降至2017年的零病例，
这一显著成就一直保持到今天。

至此，中国成为30多年来世
卫组织西太平洋区首个获得无疟疾
认证的国家。这也是中国境内继天
花 （1961 年）、 脊 髓 灰 质 炎
（2000年）、丝虫病（2007年）之
后，消灭的第四种传染病。

“中国的成功来之不易，是经
过几十年有针对性的持续行动才取
得的。随着这一宣布，中国加入了
越来越多国家的行列，向世界表
明，无疟疾的未来是一个可行的目
标。”谭德塞说。

未来已来 诚不可欺

疟疾在中国曾经很普遍，20
世纪70年代初中国报告的病例数
超过2400万。中国的疟疾防治工
作早在20世纪50年代就已开始，
在此基础上，中国于2010年启动
了国家疟疾消除规划。该规划以跨
13个部委以及中央和地方之间有
效的联防联控作为支持，作出了中
国政府致力于消除疟疾的庄严承
诺。

云南省寄生虫病防治所疟疾问
题高级顾问杨恒林教授就出生在曾
流行疟疾的村庄，他说，家里的两
个伯伯可能就是死于严重的疟疾感
染。杨教授一直参与疟疾控制工
作，在他以及众人努力下，云南当
地疟疾病例急剧减少。1953年共
有40万例，2016年为零例。

在没有疫苗的情况下消除一种
传染性疾病，这是中国近几十年来
卫生事业取得的一项巨大成就。其
中，既有中国卫生工作者付出的巨
大努力和相关卫生政策的支持，同
时，也得益于“抗击艾滋病、结核
病和疟疾全球基金”（简称全球基
金）疟疾项目基金的资助，中国得
以加强了快速发现、治疗和预防疟
疾病例所需的培训、人员配备、实
验室设备、药物和蚊虫控制措施。

“2003年到 2012年期间，在
全球基金的资助下，中国疟疾发病
量从比较高的水平下降到非常低的
水平，从控制阶段走向了消除阶
段。”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寄生
虫病预防控制所所长周晓农说。

这些防治工作取得了惊人的成
果。今年5月1日至27日，在一个
独立的认证小组随机抽取了湖北、
安徽、云南和海南进行现场考察
后，世界卫生组织通过了中国的无
疟疾状态认证。

这是世卫组织对一个国家无疟
疾状态的正式认可。这个国家需要
证明至少在过去连续三年内，本土
疟疾传播链已经在全国范围内切
断，同时，还必须证明已具备防止
传播再次发生的能力。

大多数实现疟疾零病例的国家
都具有良好的初级卫生保健体系，

能够确保生活在其境内的所有人，
无论其国籍或法律地位如何，都能
获得疟疾预防、诊断和治疗服务，
同时又不会遭遇经济困难。有效的
数据系统、强大的社区参与和卫生
条件改善也是成功的关键。

这正是中国的经验。以云南省
为例。云南以其壮观的山景、青翠
的茶园、健康的稻田和甘美的农产
品而闻名。然而在雨季，这也为蚊
子提供了很好的滋生条件，其中就
包括能够滋生和传播疟疾的几种按
蚊。当中国在2010年宣布消除疟
疾的国家政策时，云南省的疟疾高
风险县数量居全国首位。过去十年
中，云南省寄生虫病防治所与当地
的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合作，努力消
除全省各地的疟疾本土病例。

“1-3- 7”策略是成功的核
心。该策略指的是病例的诊断、调
查和随访须分别在1日、3日和7
日内完成：任何经快速诊断方法或
显微镜检查确诊并治疗的疟疾病例
需在1日内向疾控中心报告；县级
疾控中心须在3日内进行病例调查
和确定是否存在传播风险；县级疾
控中心须在7日内对病例曾到过的
地区进行疟疾风险管理，包括对社
区成员进行检测和治疗，确定疟疾
类型，提高社区公众认识，开展蚊
子种类调查，通过室内喷洒杀虫剂
等手段进行灭蚊等。

由于严格贯彻了“1-3-7”策
略，像云南这样曾经疟疾高发的省
份，多年来也未出现一起本地疟疾病
例。在全国热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周年的喜庆气氛中，作为中国
人，又收到了一份来自祖国的厚礼。

共建联合防治疟疾共同体

云南也十分清楚保持无疟疾状
态的难度。该省毗邻3个疟疾流行
国家——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缅
甸和越南。由于人们不断地从这些
国家进出云南，云南省每年报告约

300例疟疾输入病例。
疟疾防控未来还面临着类似防

控新冠肺炎疫情这样的输入性风
险。蚊子同病毒一样不需要护照，
没有密切的跨境合作，任何国家也
无法控制疟疾。

在云南，边境城镇和村庄已经
设立了68个疟疾咨询服务站，以协
助快速发现疟疾输入病例。当地一
些过境点以多种方式向居民宣传患
疟疾的风险，一些学校也在课程设
置中包含了有关疟疾防控的内容。

另一方面，如果公民前往边境
地区疟疾流行的国家，也需采取必
要的个人预防措施，如全疗程的抗
疟旅行用药，使用浸药蚊帐，室内
喷洒杀蚊剂，使用驱蚊剂，穿长袖
衣服等。一旦出现生病的迹象，应
寻求专业的医疗治疗。

今年5月，国际社会在世界卫
生大会上通过了一项重振并加快全
球消除疟疾工作的新决议。决议呼
吁各国加大对卫生服务的投入和支
持，确保不让一个人掉队；维持并
增加对全球防治疟疾工作的充足供
资；加大对新工具研发的投入。

现在，中国也可以向全球贡献
在消除疟疾方面的重要经验。7月2
日，世界卫生组织举办在线研讨会，
中国国家卫健委的代表和一线防控疟
疾工作者与来自其他国家和地区的疟
疾规划管理人员、世卫组织专家、全
球合作伙伴共同参加了网络论坛，分
享中国消除疟疾的经验。

目前，全球每年仍有超过2亿
人患病，90%以上均在非洲，耐药
问题日益凸显，有效疫苗仍待研
制。周晓农说，在没有新冠肺炎疫
情时，中国每年有近3000例疟疾
输入病例，96%的输入病例都来自
非洲，在人类命运共同体之下，我
们要继续开展援助非洲的抗疟疾
工作。

在技术方面，2014年，在坦
桑尼亚的一个 20万人的社区里，
中国专家已经成功把“1-3-7”策

略的早发现、早治疗、早控制的疟疾
防治经验带到了非洲。该项目通过雇
用当地卫生员或志愿者，每天在社区
进行排查，发现发热病人立即进行检
测，对白天的筛查结果晚上集中分
析，一旦发现某个地区发病率特别
高，就在7天内对重点地区进行局部
的有针对性的群体治疗，上门发药。

“通过这一措施，三年下来，我
们把20万人的社区人群疟疾发病率
降低了80%以上。”坦桑尼亚疟疾防
治项目第一阶段资金是英国国际发展
署提供，第二阶段资金由盖茨基金会
提供，中国出人力、方案和产品，这
是中国同国际合作开展非洲援助工作
的一个典型成功案例。周晓农介绍，
中国政府将出资捐助联合国设立基
金，准备在坦桑尼亚、赞比亚、塞拉
利昂等4个国家开展疟疾防治项目。

在产品方面，2015年，中国科
学家屠呦呦以创制新型抗疟药青蒿素
和双氢青蒿素而获得诺贝尔生理学或
医学奖，让中国防治疟疾的技术和研
究成果绽放于世界，以青蒿素为基础
的联合疗法，已经被世界卫生组织认
定为现有的疟疾最佳治疗方法，特别
是针对恶性疟疾的治疗。

周晓农指出，全球基金在全世界
推进开展消除疟疾工作，每年有高达
14亿美元左右的物资采购。“我们国
家也输出过一些产品，比如青蒿素、
蚊帐和杀虫剂，但同全球的采购量相
比，中国占的份额还很小，这也是我
们需要继续努力的方向，希望同更多
国际机构展开多边合作，推动输出中
国的技术、产品和中国的人才，为全
球根治疟疾贡献中国力量。”

“随着中国消除疟疾，我希望未
来有一半从事疟疾防控的年轻人到非
洲去工作，如果只留在国内，看不到
病人，病例进来了也不会诊断，去非
洲工作两三年，疟疾防治能力就会得
到锻炼和提升。”周晓农表示，在疟
疾援助领域，中国在非洲的工作还处
于起步阶段，未来会继续加深合作和
扩大项目。

从3000万到0：

中国创造无疟疾的未来
本报记者 王天奡

本报讯（记者 高志民）广州中
医药大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日前
联合发布了 《中医药传承创新蓝皮
书：中国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报告
（2020）》（以下简称“蓝皮书”）。
这是学界第一部评估中国中医药传承
创新最新进展的蓝皮书。

广东省中医药局局长徐庆锋在发
布会上致辞表示，蓝皮书是国内第一
部评估中国中医药传承创新最新进展
的蓝皮书，该书围绕《关于中医药传
承创新发展的若干意见》，以《中医
药发展战略规划纲要 2016—2030》
中确定的医疗、产业、养生保健、教
育、科研、文化与对外交流等7个维
度为纲，全面评估了中医药事业省际
竞争力。

从评价结果来看，我国31个省
（区、市）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评价

总得分的平均分为71.04分，仅13个省
（区、市）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评价总
得分超过平均得分，排名前五的分别是
北京市、浙江省、江苏省、上海市及广
东省，得分分别为 83.99 分、77.58
分、76.04分、75.89分和75.38分。在
中医医疗资源分布方面，北京市、内蒙
古自治区和青海省是人均中医医疗资源
拥有量较高的省（区、市）。其中，北
京市的人均中医医疗资源拥有量相比其
他省（区、市）优势明显。

国医大师、广州中医药大学周岱翰
教授指出，中医药事业的传承与创新始
终是辩证统一的。中医药守正，是创新
的前提基础，要坚守中医药的辨证思维
和经典理论，坚守中医药文化和学术特
色；中医药创新，要紧跟当代科技发展
和时代民众需要，不断完善中医药，保
持中医药理论和实践的持续生命力。

《中医药传承创新蓝皮书》发布

受王辰校长的邀请，参加北京协和
医学院2021届毕业典礼，感到十分荣
幸。首先向今年毕业的1548名同学，及
你们的家人和老师表示衷心祝贺。

你们在校学习的这些年，中国航
天取得了一系列辉煌成就：嫦娥四号
实现人类航天器首次月球背面着陆探
测，嫦娥五号从月球采集样品并安全
返回地球，天问一号实现对火星“绕、
落、巡”探测，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全面
建成并提供全球高精度定位授时服
务，载人航天进入长期有人驻留的空
间站建设新阶段。这些航天重大工程
的成功，彰显了我国的综合国力，带动
了科技、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增强了民
族凝聚力，显著提升了我国的大国地
位，在国际上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
响。今天，我可以自豪地告诉同学们，
我国已经从世界航天大国跨入航天强
国的行列。目前，我国利用航天技术，
开展了太空医学、太空制药、太空生命
研究等，取得了一系列重要科研成果，
丰富了现代医学的内涵。

下一步，我们还将在月球南极研制建
设国际月球科研站、把中国人送上月球和
火星，开发地月空间商业旅游等，在这些充
满挑战、充满风险的征途中，宇航员和旅行
者的生命保障、疾病防控治疗、空间长期生
存以及空间生命救援等生命和医学难题，
给我们提出了一系列新的挑战，也给医学
研究开拓了新的领域和方向。期盼你们中
的一些同学，投身到这些领域，助力中国航
天飞得更高、更快、更远！

同学们，我们刚刚庆祝了中国共
产党百年华诞。我们生活于这个伟大
的时代，特别是你们年轻一代，生逢其
时，赶上了我国经济和科技高速发展
的盛世，赶上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中国梦的新时代，你们将有更多的
机会、更大的舞台来展现自己的才华、
体现自己的担当、作出自己的贡献。

同学们，面对新的人生征途，我相
信，你们已经做好了准备，都有自己的
伟大抱负，都有自己的奋斗目标。那
么，如何实现自己的价值，我讲两个切
身经历：

去年初，我的眼睛突然出现了视
网膜撕裂，多次发作，进行了多次激光
焊接治疗。后来，一只眼睛大出血而失
明，要进行一次较大的手术，我内心比
较紧张，担心能否成功，而主治医生坚
定地说，“探测器在月亮上的安全您负
责，你的眼睛我们负责”。这句话虽然
很短，但却给我莫大的安慰。医生的精

湛医术和强烈的责任担当，使我的眼睛
如愿恢复往常。而他们的职业操守也不
断激励着我，在航天岗位上不懈奋斗。

前些天，你们的校长王辰院士向我
提及90年代初，他曾经历我国一发火箭
在发射现场发生爆炸的抢救工作，连续
奋战几个昼夜，千方百计从死亡线上挽
救了一位严重受伤的年轻火箭工程师。
他至今仍然记得那位英雄的名字，更没
忘记在急救室外，伤者未婚妻那凄楚、无
奈和对医生万般期待的眼神。说到此处，
王辰院士眼圈红了，我也被王院士的敬
畏生命、救死扶伤、医者仁心的崇高医德
深深地感动。

精湛的医术、高尚的医德、勇敢的担
当是医务工作者的优秀品质，也是医学
事业不断发展进步的条件。无论是平时
的治病救人，还是在非典、新冠肺炎疫情
等灾难面前，广大医务工作者都表现出
了无所畏惧、勇往直前、无私奉献的敬业
精神，而精神是支撑事业发展的不竭源
泉。中国航天60年，形成了“热爱祖国、
无私奉献，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大力协
同、勇于攀登”的“两弹一星”精神，“特别
能吃苦、特别能战斗、特别能攻关、特别
能奉献”的载人航天精神和体现当代特
色的“追逐梦想、勇于探索、协同攻坚、合
作共赢”的探月精神。正是这些精神，激
励了一代又一代航天人不断进取，自立
自强，推动我国航天事业从胜利走向胜
利，创造一个又一个辉煌。我想，这些精
神财富不仅是航天的，也是中华民族的，
希望这些精神对你们这些即将走上医务
岗位的年轻人有所启迪、有所激励。

同学们，我再借用三句话送给你们。
一是“岁月可以摧毁一切，但摧毁不了人
的才华”，二是“世界上最远的距离，是知
道到做到的距离”，三是伟大的哲学家康
德说过“这个世界上有两样东西，能够唤
起我们的敬畏，一个是头顶的浩瀚星空，
另一个是我们心中崇高的道德法则”，国
无德不兴，人无德不立，同学们要身有所
正、言有所归、行有所止，青年成才，立德
为先，既要立严于律己的私德，也要立为
民造福的公德，更要立爱党爱国的大德。

同学们！每一代青年都在时代的大
潮中追寻青春的意义和生命的价值，站
在百年新征程的起点，新时代的广阔舞
台等待着你们去尽展才华。愿你们在未
来的事业中去开拓、去奋斗，用自己的智
慧描绘出精彩的人生！

（本稿根据7月4日，吴伟仁院士在
北京协和医学院2021届毕业典礼上的
讲话整理）

全国政协常委、中国探月工程总设计师吴伟仁院士寄语

2021届北京协和医学院毕业生：

求精守德 强医报国
口述/吴伟仁 整理/本报记者 刘喜梅

贵州省遵义市绥阳县近日开展签约家庭医生“学党史、践初心”为民办实事
活动，400多名家庭医生组成百余支“党员医技服务队”，进村入户为建档立卡
户提供免费健康指导、送医送药等服务，使全县37900多名建档立卡户享受到便
捷的医疗卫生服务，让群众小病少跑路、大病少花钱。图为该县党员医技服务队
医生在为中坪村群众刘光文开展送药上门和义诊随访活动。杨云平 罗忠美 摄

家庭医生进村入户送诊上门家庭医生进村入户送诊上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