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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13日，在广西壮族自治区柳州市融水苗族自治县苗家小镇小
学，学生们在跳竹竿。近年来，该校大力开展跳竹竿、抛绣球和三人板
鞋竞速等民族体育项目为主的大课间活动，让学生在传承民族文化的
同时愉悦身心、增强体质。 龙涛摄

□本报记者 胡德荣

9月12日下午，上海交通大学医
学院2000多名2021级新生或现场或
连线，作为开学第一课观看了以2010
年度国家最高科技奖获得者王振义为
原型，编写的话剧《清贫的牡丹》。

该院党委宣传部部长、“牡丹剧
社”名誉社长李剑说：“《清贫的牡丹》
从2012年开演至今，已傲然绽放了
10年，上演了20多场。师生用自己
的行动践行与传承着大师精神，把这
部舞台上的思政课不断深化和完善，
让这部话剧真正成为教材内容和教学
内容生活化、艺术化的载体，贯穿思政
课的全过程。”

“可亲、可敬的一个
好丈夫、好父亲、好医生、
好老师形象”

“2012年，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
成立60周年之际，我想搞一台既有历
史传承、又有文化底蕴，还不落俗套的
大戏。”时任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党委

宣传部部长、现任上海交通大学医学
院附属仁济医院党委副书记的闵建颖
回忆。

闵建颖说：“2010年获得国家最
高科技奖的王振义为中国和世界医学
的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我们创作时
崇尚的一个理念，就是把王振义这样
一个医生的形象、老师的形象还原成
更加让人觉得可亲、可敬、可学的一个
好丈夫、好父亲、好医生、好老师的形
象，这就是我们身边的一位老师、一位
老校长、一个非常优秀的典范。”

“我们还原了一个真实的男人形
象。”闵建颖用了两个小时，向《清贫的
牡丹》编剧、上海戏剧学院博士生导师
姚扣根教授介绍了王振义的故事。之
后，姚扣根又连续6次前往王老家里
访谈，最终完成了剧本的创作，定名为
《王振义》。

王振义家中客厅里挂着一幅油画
《清贫的牡丹》，他常与人分享其寓
意。“代表雍容华贵的牡丹与清贫看似
矛盾，却蕴藏着深刻的道理：做人要有
不断攀高的雄心，同时要有正确对待
荣誉和自我约束的力量，对名利看得
淡，对事业看得重。这就是清贫牡丹
的精神。”最后，姚扣根与闵建颖取得

共识后，将剧名由《王振义》改为《清贫
的牡丹》。

“无论我获得什么奖
项和荣誉，都应该有她的
一份”

《清贫的牡丹》是以“无场次报告
剧”的形式出现，其中两段戏尤为感染
新同学。

王振义与妻子谢竞雄相濡以沫
60多年，工作上相互扶持，生活中彼
此支撑。他俩的故事从1942年的一
天，漫步在幽静的、两旁长着法国梧桐
树的上海高安路上开始。

“你的名字竞雄，要和男人比个高
低，志向不小。”

“我要做一名新知识女性。”
“你表哥费孝通不是搞社会学的

吗，你怎么学医了？”
“医生的职业比较可靠，也有社会

地位。你也不是医学世家，对吗？”
王振义说：“不为良相，则为良医。”
舞台上，今年刚毕业的重症医学

专业博士研究生、现正在规培的杨润
和今年刚考上博士研究生的董媛媛，
分别饰演王振义和谢竞雄，将剧情演

绎得栩栩如生。
剧情发展到1979年到1986年，

历经7年时间，王振义的团队终于确
定了全反式维甲酸诱导分化急性早幼
粒细胞的结论。剧情演绎到此时，舞
台上呈现出一片欢腾，这一曾经最凶
险的白血病成为第一个基本可治愈的
成人白血病。

“当问我最想感谢的一个人是谁
时，我说是我的妻子。无论我获得
什么奖项和荣誉，都应该有她的一
份。如果今天她还健在，我想她一
定会为我高兴……可非常遗憾，她已
经走了。”

除了学术和科研，最让王振义牵
挂的，便是他的妻子。妻子晚年病重，
王振义依然坚持亲自照顾。他还把以
前两人经常在一起听的贝多芬音乐放
给妻子听。两位老人忠诚一生的感情
赢得了场下热烈的掌声。

“我决心竭尽全力，
除人类之病痛、助健康之
完美”

走下舞台的杨润感慨地说：“我连

续5年饰演王振义院士，得以不断地
走近他的医学之路，感受大师的家国
情怀。”

董媛媛则说：“2017年，我还是公
共卫生与预防医学硕士时，有幸加入
牡丹剧社出演谢竞雄医生。5年间，
我从上海交大医学院毕业后就职于上
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上海儿童医学
中心，今年我又成为了一名博士新
生。随着参演时间的增加与身份的变
化，我对王振义院士和谢竞雄医生一
直秉承的‘牡丹精神’有了更深的理
解与感触。做事业要全情投入，过人
生要淡泊名利。我想我们医学生的
人生意义就在于要做一朵‘清贫的牡
丹’，努力为人类的健康事业作出自
己的贡献。”

受台风“灿都”影响，此次表演的
话剧没有邀请97岁高龄的王振义亲
临舞台，但他还是发来了视频。王振
义说：“医学的进展，人类将会彻底改
写癌症的治疗现状。癌症将会和糖尿
病、心血管疾病等一样成为慢性病。
所以我们做医生的，更应该‘有时去治
愈，常常去帮助，总是去安慰’。健康
所系、性命相托，我决心竭尽全力，除
人类之病痛、助健康之完美。”

“清贫的牡丹”傲然绽放

据新华社北京9月12日电 （记
者林苗苗）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
高血压中心教授蔡军带领的团队研究
发现，中国老年高血压患者将收缩压
控制在130毫米汞柱之内能切实提供
临床获益且相对安全，这一结果低于
目前普遍接受的目标值。

随着人口老龄化的进展，老年高
血压患者降压靶目标成为备受国内外
学者关注的热点问题。然而，既往的
大型临床研究结果各异；国内外指南
的推荐值亦不尽相同。阜外医院牵头
全国42家临床中心，共同开展中国老
年高血压患者降压靶目标的干预策略
研究，为确定我国老年高血压患者最
佳靶目标值及心血管健康相关问题提
供更多的数据支持。

研究筛选的8000余名老年高血
压患者被随机分组至强化降压组
（收缩压靶目标为 110 毫米汞柱至

130毫米汞柱）和标准降压组（收缩
压靶目标为 130 毫米汞柱至 150 毫
米汞柱）。项目组为入选患者提供免
费的降压药物、电子血压计以及多项
检查项目。

研究发现，与标准降压组相比，强
化降压可使主要心血管复合结局风
险降低26%，急性冠脉综合征风险降
低33%，中风风险降低33%，急性失
代偿性心力衰竭风险降低73%。与
标准降压组相比，强化降压不增加患
者严重不良事件风险或肾脏损伤风
险。因此，蔡军等研究者推荐老年高
血压患者降压靶目标调整为 130毫
米汞柱以下，低于目前普遍接受的目
标值。

这一结果被发表在国际权威医学
期刊《新英格兰医学杂志》上，蔡军教
授和张伟丽教授为这篇论文的共同通
讯作者。

老人血压
最好别超过130毫米汞柱

珠港澳眼科高峰论坛
举行

本报讯 （特约记者刘星）近日，
由广东省珠海市医学会、澳门眼科学
会联合举办的珠海市医学会眼科学分
会年会暨珠港澳眼科高峰论坛在珠海
举行。

论坛上，专家就白内障、青光眼、
眼底病等多个眼科领域进行了授课和
讲解；同时，围绕眼科的热点、难点问
题，结合治疗过程的一些病例与参会
者进行了探讨、分享和交流。珠海市
医学会会长、珠海市医管中心主任梅
文华指出，珠海市医学会致力于推动
粤港澳大湾区的学术交流，促进学术
繁荣，刚刚公布的《横琴粤澳深度合作
区建设总体方案》，为学术活动注入了
新动力。

疟疾防治“云”培训
获好评

本报讯 （通讯员吴梦娜 记者
程守勤）近日，由江苏省血防研究所举
办的为期两周的非洲法语国家疟疾防
治官员研修班顺利结束。来自塞内加
尔、刚果金、加蓬、毛里求斯、马里、布
隆迪、摩洛哥的65名学员参加了线上
培训。

研修班围绕中国公共卫生体系、
中国疟疾防控政策及措施等主题，通
过线上专题研讨与各国分享了经验。
活动还通过“云参观”，示范了疟原虫
形态学镜检技术、媒介按蚊形态学鉴
定和疟疾媒介抗性监测技术的实验操
作课程。

据介绍，开展此次“云”研修班最
大的困难是时差问题，65名学员来自
不同的国家，最长时差有 8 个多小
时。为适应各国的作息时间，江苏省
血防研究所每天安排两场授课，其
中一场开课时间为晚上9时。国际
学员参与了两周的课程之后，对师资
课程、培训秩序、平台质量表示高度
认可。

青海出版
学生营养指导手册

本报讯 （记者吴黎）由青海省卫
生健康委和青海省疾控中心联合组织
编写的《青海省农牧区中小学生膳食
营养指导手册》于日前出版。

该《手册》综合考虑了海拔、季节、
多民族饮食文化等因素，讲解了儿童
青少年营养与健康的内涵与关系，以
及如何开展中小学生营养健康教育、
保障学校食品卫生安全、指导中小学
生特殊期膳食和预防中小学生常见
营养不良，并就学校营养配餐的原
则、内容和方法等做了规范介绍。同
时，结合该省实际推荐了24份不同地
区、年龄段（6～17岁）和季节的每周
量化食谱。

本报讯 （记者李季 通讯员曹
咏）近日，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张春
霖教授团队在学术杂志《脊柱》发表研
究成果。该团队利用突出颈椎间盘人
工诱导自然吸收疗法，使过去认为突
出后不能再回缩的颈椎间盘能够完全
自发吸收复原。

颈椎间盘突出目前的治疗方法
是，对较轻的患者采用保守治疗，对
较重的患者实施手术，切除突出的颈
椎间盘，但痛苦大，风险高。突出颈
椎间盘人工诱导高效自然吸收疗法
是对突出的颈椎间盘不进行任何直
接的干预，通过专用设备，开展微创
手术扩大椎管，改变突出颈椎间盘和

椎管的局部微环境，使突出颈椎间盘
发生体积缩小、萎缩或消失即自发吸
收，从而显著减轻甚至解除神经的
压迫、缓解神经功能障碍，在完整保
留椎间盘的状态下治愈突出的颈椎
间盘。

据张春霖介绍，新技术能使80%
以上的突出椎间盘体积缩小。微创治
疗过程中，不牵拉神经也不侵入、消融
或切除突出的椎间盘，故而能大为提
高颈椎手术的安全性，减少手术的创
伤及并发症。目前，经过长达10年、
超过千例的颈椎间盘患者临床观察，
未见有自发吸收的颈椎间盘发生再突
出而复发者。

人工诱导自然吸收

新技术使八成突出椎间盘缩小

（上接第1版）
“作为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往往以

常见病、多发病的诊疗为主要工作，教
学和科研能力能往往偏弱。其实，不
少基层医院有向教学医院发展的需
求。和三级医院同行们一起会诊、带
教，在实际工作中借鉴经验，也是受到
基层医师欢迎的。要在医联体内部，
通过上下联动、双向交流的方式开展
人才培训。”北京大学人民医院规培住
院医师党支部书记曾庆奇介绍，一方
面，从三甲医院派出专家到基层开展
教学查房、一对一指导、临床带教，专
业讲座、技能培训等，另一方面，基层
单位派出医务人员到上级医院参加培

训，可以有效带动基层医院的医疗和
教学水平。

在通州区妇幼保健院，北京大学
人民医院资深教师挂职通州妇幼保健
院副院长，对协同、沟通、督导起到了
极大的保障。北京大学人民医院、通
州区妇幼保健院、房山区妇幼保健院
的教学院长、教学主任、指导教师等
还举办座谈会、培训会，共同交流教
学模式。

“现在，协同基地的教学理念跨越
了一大步，软实力巨大提升，带教老
师们的热情还是高涨的。”作为带教
老师，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继续教育处
处长高杰表示，医院、管理部门、带教

老师，如果有困难多多沟通。住培管
理始终在路上，同质化是培训的关键
要求。

“协同单位教学传统和教学模式
需要逐渐培育。”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妇
科杨欣教授坦言，在带教工作中，有些
基层带教老师经验相对少，在诊疗过
程中怕出现事故，不太敢让学生上手
尝试。“大胆放手是个过程，要在保障
医疗安全的前提下，培训带教医师教
学能力，给学员更多实践机会，达到同
质化培训的目标。”

权责明确可持续发展

眼下，协同培训已成为住院医师
规范化培训中的重要组成。截至
2020年年初，我国已形成1051个协
同单位。2020年，国家卫生健康委

科教司委托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等 5
家住培基地，开展住院医师规范化培
训协同机制研究，以期提供政策制定
依据。

在中国医师协会协助下，共有8
万多名住院医师及1.1万多名管理人
员参与了问卷调查。数据显示，参与
协同培训的住院医师总量较高，占到
了被调查住院医师近三成。在精神、
医学遗传、预防医学等专业住院医师
中，需要进行协同的比例为 30%～
83.12%，这说明培训基地对于基地协
同的需求比较大。同时，八成的住院
医师认为协同培训效果较好或很好。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副院长王建六
认为，协同培训在我国不可或缺，其效
果也基本被认可。首先，国家及地方
对于住培工作的重视度及投入不断增
加，师资培训、基地评估等工作广泛开
展，推行一把手负责制，做强了住培基

地及协同单位的培训工作。其次，协
同培训的管理逐步在加强，部分省份
将协同单位管理纳入了住培基地管理
的整体框架中，对协同单位开展质量
评估，并将结果与主基地的质量评估
进行挂钩，促使主基地带动协同单位
共同进步。第三，大部分协同培训的
原 因 是 主 基 地 缺 乏 相 应 的 科 室
（47.99%）或病例病种（27.94%），需要
借助协同单位的优势学科或优势资源
弥补缺陷。这种主基地主动出击，由
需求带动的强强联合模式，能够有效
解决培训资源不足、病例病种缺乏的
大问题。

“但也要注意到，在协同模式中逐
渐显露出在师资、管理、质量、监管等
方面的一系列问题, 比如协同单位将
自己单位的住院医师留在协同单位而
不外送培训，成为形式上的协同，还有
协同培训时间过长、待遇难以一致、双

方职责不明等。这些问题都需要去逐
一解决。”王建六指出。

“协同培训中要强调，强强联合，
优势互补。在这种模式下，要特别强
调主基地的主体责任，要在下沉住院
医师的同时，下沉师资与管理力量进
行指导与监督，保障协同培训的质
量。”刘婧指出，培训基地要作为住院
医师培训的第一责任方，应对培训质
量承担主体责任，对住院医师的招
收、轮转计划制订、年度考核等环节
把关；协同单位应接受培训基地的统
一管理。同时，要明确双方的职责与
要求，如培训时间、师资管理、质量控
制等方面进行详细规定。特别重要
的是，需协商好住院医师轮转协同单
位时的薪酬待遇与住宿用餐等后勤
保障措施，确保在协同单位培训期间
与培训基地培训之间同等待遇，能让
住院医师安心工作。

协同培训，让基地彼此赋能

□特约记者 金小丽

近日，宁夏第五人民医院大爱清
尘志愿服务队来到46岁的尘肺病患
者马文洪（化名）家，为他送去了药
物。面戴制氧机面罩的马文洪激动地
道谢：“上次送来的制氧机真是救了我
的命。”

马文洪家住宁夏回族自治区石嘴
山市平罗县高台乡，曾在多家小煤矿
做掘进工。由于缺乏防护意识，马文
洪患上了尘肺病。因为病情进展较

快，他错失了全肺灌洗手术的最佳时
机，丧失了劳动能力，唯一的经济来源
是妻子打工的微薄收入和低保收入。
多亏有大爱清尘志愿服务队的救助，
医疗费才有了着落。

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石嘴山
市作为煤炭工业基地，吸引了来自全
国各地的农民工，当地尘肺病发病率
高。宁夏第五人民医院多年来致力于
尘肺病的筛查、诊断与治疗工作，大面
积实施高频振荡通气大容量全肺灌洗
手术，帮助患者缓解痛苦。

“在一次厂里组织的体检时，发现

得上了尘肺病。”石嘴山市大武口区隆
湖一站的村民魏银贵（化名）曾多次接
受过救助：“做了一次肺灌洗之后感觉
呼吸轻松多了，我目前在绿化队工作，
生活多了一份保障。”

2015年5月，宁夏第五人民医院
组织成立了一支由医护人员组成的大
爱清尘志愿服务队伍，为农民工尘肺
病患者提供免费的医疗救治服务，对
呼吸困难的患者捐赠制氧机，对适合
手术的患者免费提供肺灌洗手术。志
愿者通过网络众筹和社会募集资金，
目前访视农民工尘肺病患者1000余

人，捐助制氧机、呼吸机60台，进行免
费肺灌洗手术105例，救助范围已覆
盖到甘肃省、内蒙古自治区。

宁夏第五人民医院职业病防治中
心实验室副主任、大爱清尘基金会宁
夏工作区主任徐向钊介绍，尘肺病患
者只能通过肺灌洗、吸氧、药物治疗等
手段延缓病情发展。

据悉，2021年 4月，宁夏职业病
防治研究所在宁夏第五人民医院挂
牌。研究所积极推进职业病防治工
作，努力在全区构建衔接紧密的职业
病防治体系。

为了尘肺病患者轻松呼吸

民族体育
大课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