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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谦益：与乌兰夫肝胆相照共同奋斗

◎呼和浩特革命人物輩輲訛

苏谦益， 汉族，1913年

出生，内蒙古呼和浩特市托

克托县人。

苏谦益出生在一个贫

苦的佃员家庭，六七岁时就

带着弟弟挖野菜、 砍柴火，

以贴补家用。后来，父母节

衣缩食送他上了托克托县

育才小学堂。1928年， 苏谦

益来到归绥中学（今呼和浩

特第一中学前身） 读书。

1931年，他毕业后在绥远省

立第三小学当教员，认识了

中共地下党员杜如薪。两人

用自己微薄的薪水，创办了

绥远地区第一个油印革命

刊物《血腥》，揭露日本帝国

主义在东北的血腥屠杀，号

召人们抗日救亡，这本刊物

当年在归绥影响很大。1932

年，在河北省反帝大同盟的

支持下，杜如薪和苏谦益发

起成立了绥远省反帝大同

盟，杜如薪担任书记，苏谦

益负责宣传工作，主要活动

是发展中小学生、各族群众

和工人市民会员，宣传抗日

救亡，揭露国民党的黑暗统

治， 他们先后建立了8个小

组， 发展了50多名会员。同

年，中共河北省委派遣杨一

帆、张璋来到绥远，听取了

杜如薪介绍绥远反帝大同

盟的情况， 并对苏谦益、杨

叶澎、马麟（后来叛变）进行

了党课教育和认真考察，决

定接收他们加入中国共产

党。在苏谦益的宿舍，杨一

帆、杜如薪主持了他们的入

党宣誓仪式。

1933年，杨一帆代表河

北省委宣布成立中共归绥

中心县委，指定杜如薪担任

书记， 马麟负责组织工作，

苏谦益负责宣传工作。县委

机关设在旧城九龙湾街，马

麟常驻机关，负责日常工作

和对外联系。 党组织的建

立，推动了绥远反帝大同盟

工作的进行， 他们发展盟

员，宣传抗日，积极开展抵

制日货活动。 由于经验不

足，很快引起国民党特务的

注意，大肆搜捕共产党员和

进步人士，苏谦益、杨叶澎、

杨国兴、杨一帆、韩燕如等

人先后被捕。绥远省高等法

院以《危害民国紧急治罪

法》判处苏谦益、杨叶澎、杨

国兴、韩燕如四人每人两年

半有期徒刑，把他们关进绥

远第一模范监狱。杨一帆被

折磨致死，苏谦益面对敌人

的严刑拷打， 毫不动摇，一

直在监狱里待了三年四个

月，就在即将出狱时，绥远

警察局突然宣布苏谦益和

杨叶澎死刑， 准备杀一儆

百，临刑之前，被一个支持

抗日的乡绅担保救了下来。

1936年， 苏谦益出狱

后， 因为找不到党组织，只

好去了太原，参加了山西牺

牲救国同盟会（简称“牺盟

会”）。1941年， 党组织派遣

苏谦益回到家乡，在大青山

根据地开展游击战争，他先

后担任晋西北四分区党团

书记、大青山绥察行署党组

书记、 绥察行署党团书记、

绥蒙区党委宣传部长。解放

战争时期，苏谦益先后担任

中共绥蒙区党委副书记，绥

远省政府副主席，内蒙古军

区副政委， 绥远省委副书

记、代理书记。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后，苏谦益历任中共内蒙古

分局副书记、常委、内蒙古

党校校长， 绥远省政协主

席， 内蒙古政府副主席、全

国人大民族委员会委员、内

蒙古党委委员、常委、副书

记，特别是他兼任包头市委

书记和市长期间，为了把包

头建设成现代化钢铁城市，

他和内蒙古自治区政府主

席乌兰夫共同谱写了一曲

蒙汉族领导干部同心同德、

肝胆相照、 共同奋斗的佳

话。

苏谦益遇到的第一个

难题是白云鄂博矿山的敖

包搬迁问题。1956年，白云

鄂博铁矿就要破土兴建，

不料遇到当地牧民和喇嘛

的阻拦。 他们说白云鄂博

矿山是一座神山， 山上有

他们世世代代祭祀的敖

包， 破坏了敖包就会灾难

降临。 苏谦益亲自出面都

解决不了这个问题， 无奈

之下向乌兰夫汇报， 乌兰

夫立刻和苏谦益赶到白云

鄂博， 邀请喇嘛和牧民在

一起座谈， 讲解了建设包

钢的重要意义， 建议另选

一块宝地举行隆重的搬迁

敖包仪式。 喇嘛和牧民都

知道乌兰夫是蒙古族领袖

人物，是内蒙古的大领导，

而且说的话句句在理，很

快同意了搬迁敖包。

苏谦益遇到的第二个

难题是“锅、米、柴”统一管

理问题。随着包钢和包头工

业基地建设的推进，乌兰夫

和苏谦益考虑在行政区划

上怎样才能有利于包钢的

生产和包头工业基地建

设。 他们找到乌盟盟委第

一书记石生荣， 乌兰夫形

象地比喻说：“包钢就像一

个大锅， 矿石就是做饭的

米，煤矿就是做饭的柴，可

是锅在包头， 米和柴都在

乌盟，分别属于两家，做起

饭来太不方便了。 为了把

锅、米、柴归入一家，最好

把乌盟的白云鄂博铁矿、

石拐沟煤矿和固阳县划给

包头。”石生荣表示为了顾

全大局，同意这个方案。

苏谦益遇到的第三个

难题是为单身职工组织家

庭创造条件。 包钢初建时

期，青年职工大多数是男青

年， 性别比例严重失调。苏

谦益经过反复考虑想出一

个办法： 在包头建个棉纺

厂， 乌兰夫认为非常好，建

议他去北京请示。苏谦益进

京求见国务院副总理兼国

家计委主任李富春，李富春

认为棉纺厂的原料需要从

外地运来，很不划算，所以

不同意。苏谦益又找到国家

经委主任薄一波，没想到薄

一波也不同意。乌兰夫听说

以后，马上和苏谦益去北京

见周总理，周总理称赞他们

的想法很好，并正式向中央

写了报告，毛主席在报告上

批阅“准建”两字。棉纺厂很

快在包头建起来，青年女工

最多时有一万多人，为包钢

男青年组成小家庭创造了

条件。

1960年以后，苏谦益历

任内蒙古党委书记，华北局

书记处候补书记、 秘书长、

研究室主任、 书记处书记。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

后， 苏谦益遭受残酷迫害，

1978年恢复工作，担任北京

工业学院（今北京理工大

学） 党委书记兼院长。1982

年，他退居二线。2001年，离

职休养， 享受正部长级待

遇。2007年在北京逝世，享

年94岁。

（呼和浩特市委党校供稿）

在人类医学历史上，研

究成果突出的通常是科学

家和医生的贡献，而那些忍

受疾病痛苦的病人，他们的

命运常常被人忽略。然而正

是这些病人的命运，给人们

带来了很多新认知，从而带

来医学界的突破，也给后世

病人们带来治愈的希望。

1967年， 路易斯·瓦希

坎斯基（1913-1967）转院

到南非开普敦的医院时，已

经多次心脏病发作。外科医

生克里斯提安·巴纳德建议

他接受心脏移植手术。这是

医学史上第一例由人到人

的心脏移植手术。

瓦希坎斯基是立陶宛

犹太人，是一个狂热的运动

员，他参加了足球、游泳和

举重运动。然而，由于他经

常饮酒和吸烟，使他身体的

健康状况大幅下降，患上了

糖尿病；而那不能治愈的心

脏病， 更使他遭受3次心脏

病发作，最后导致充血性心

力衰竭。

其实，以今天的手术标

准，瓦希坎斯基绝对不符合

心脏移植的要求，因为他病

得太重了。1967年12月3日

下午，一位25岁的白人女孩

丹尼斯·安·达瓦尔出了车

祸， 到医院后被宣布脑死

亡，其心脏尚在跳动。女孩

的父亲被巴纳德说服了，同

意捐献出女儿的心脏。巴纳

德手术小组成员在夜间接

到电话后纷纷赶到医院，一

场“大战”即将展开。

手术过程并非想象的

那般顺利，最初，巴纳德打算

在大腿根部的股动脉置管建

立体外循环，以方便胸部的

手术操作，但患者的血管粥

样硬化实在太严重了，体外

循环不通畅，压力检测显示

急速升高。这时如果发生血

管破裂，大量的鲜血将喷涌

而出，这个手术也就提前结

束了。危急中，巴纳德果断排

除险情，重新在胸腔主动脉

处建立体外循环，挽救了这

第一次心脏移植手术。

吻合完成以后，最关键

的时刻到来了，这颗被移植

的心脏能否重新跳动起来

呢？当“丹尼斯的心脏”第一

次开始在瓦希坎斯基的身

体里跳动起来后，巴纳德命

令停掉心肺机，可此时患者

的血压开始直线下降，心脏

越跳越慢，不得已又重新启

动心肺机， 经过3次尝试停

掉心肺机时，这颗心脏终于

没有令大家失望。

经过一整夜的奋战，手

术在12月4日7点结束。然而

真正的考验才刚刚开始，正

像当时学术界多数人估计

的一样，心脏移植的难点和

关键并非手术技巧，而是术

后处理。 手术虽然结束了，

但瓦希坎斯基心力衰竭的

情况能否得到缓解，他到底

能在术后存活多久，这些问

题均未可知，毕竟排异反应

仿佛一柄高悬的利剑，不知

何时落下，将之前所有的努

力都斩碎。新植入的心脏确

实显示出了强大的作用，患

者心力衰竭的情况明显得

到了好转， 术后第6天患者

开始有了欢笑。巴纳德当时

在记者招待会上说，如果情

况继续好转， 患者将在3周

后出院回家。

术后第9天， 瓦希坎斯

基出现了胸痛， 胸部X线片

发现其肺部有阴影。在这个

关键时刻，巴纳德犯了一个

令他抱憾终生的错误，他认

为这个阴影提示病人已出现

了排异反应。为了阻止心脏

的排异反应，巴纳德给他服

药，以加强其免疫力。可是，

悲剧发生了：12月22日，那颗

来自丹尼斯的心脏在瓦希坎

斯基的胸膛内跳动了18天之

后，终于因缺氧而渐渐衰竭，

最后停止了跳动。

第二天，巴纳德主持了

尸体解剖，尸检的结果让他

懊恼不已，瓦希坎斯基的死

因是肺部感染，而不是排异

反应。巴纳德的处置，事实

上加重了感染，加速了病人

的死亡，稍能令人慰藉的是

那颗心脏并没有问题。也就

是说，这第一次由人到人的

心脏移植手术实际上成功

了，它打破了心脏作为灵魂

之所的神秘面纱。

（据《文史博览》）

名垂史册的心脏病患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