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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据新华社电）

●李克强向巴基斯坦新任总理伊姆兰·汗致贺电
●王毅同土耳其外长恰武什奥卢通电话
●首届中国粮食交易大会聚焦粮食产业高质量发展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我国累计向非洲派出中医医生2000余人次
●国务院安委办就今年首起煤矿重大事故约谈贵州省六盘水市
●第二届全国青年运动会会徽、吉祥物和主题口号在太原发布
●银保监会要求银行保险业支持基础设施领域补短板
●第二届海外院士青岛行暨青岛国际院士论坛举行
●第二届海峡两岸武术交流会河北石家庄开幕
●受台风“温比亚”影响安徽暴雨致16万多人受灾
●两岸上百名单身青年聚首厦门七夕牵手会
●首届中国城市少儿足球联赛全国总决赛在北京举行
●中国民族民间摔跤联赛移师天津
●武汉大东湖深层污水传输隧道正式开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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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民族复兴·英雄烈士谱

“优秀共产党员”“十佳奔小康带
头人”“全区农牧业优秀科技人员”

“深入生产第一线做出突出贡献的科
技人员”“青年学术带头人”“全区优
秀科技特派员”……打开高常军的履
历表，这些荣誉就像一面面锦旗，清
晰地记录着这名奋战在农业科技一
线工作人员的辛苦与付出。

西南农业大学植保专业毕业后，
高常军已经在包头市九原区农业生
产第一线度过了25个年头。25年
来，他常年深入乡村、农户进行技术
服务，每年下乡、蹲点的时间都在
100天以上。每年实地指导农户200
余次，电话微信咨询指导200余次，
培训300余人次。每年的果蔬生长
期，就是高常军最忙的时候。他深入
田间地头，手把手、面对面地为农民
兄弟开展技术指导和技术培训，随时
解答农民在种植中存在的问题。每
一次集中培训时，高常军总是主动把
自己的手机号码留给农户，在农户遇

到问题时，电话微信能解决的就通过
电话解决，电话无法解决的，他总是
能第一时间赶到田间地头帮助解决。

在农业技术试验、示范、推广工
作中，他先后参与完成了多个试验、
示范推广项目。2012年至2017年，
作为九原区《全国基层农技推广体
系改革与建设补助项目》种植业项
目组专家，他针对果蔬种植户在种
植过程中存在的主要问题，研究出

“无公害蔬菜病虫害防治技术”和
“蔬菜平衡施肥技术”两项主推技
术，技术推广后，平均每亩节约农药
化肥成本约 80 元，每年推广应用
1500亩，为发展我区高产、优质、高
效农业作出了贡献。推广了无公害
病虫害综合防治、水肥一体化、平衡
施肥、嫁接育苗等技术，年推广应用
面积 300余亩，每年为农民增收约
12余万元。根据九原区的实际情
况，他不断完善无公害蔬菜病虫害
综合防治技术，依据蔬菜病虫害预

测预报，及时指导农民进行化学防
治，合理使用农药，每年为农民节本
增收约10余万元。

为了把九原区农牧业局科技服
务部门包镇、人员包村包户工作落
到实处，从 2009年开始，高常军与
其他科技人员一起入驻乌兰计五村
开展农技服务，时时解决农民种植
生产中存在的问题。2010年免费为
农民育果类菜苗4万株，2011年义
务为农户育苗7万株。同时为九原
区雨露合作社等5家合作社生产基
地提供技术服务，雨露合作社生产
基地在技术指导后，蔬菜产量提高
了40%左右。

扎根田野的土专家
——记九原区农业技术推广中心高级农艺师高常军

□新华社记者 陈芳 王宾 田晓航

你可曾知道，口罩之下的无声，是对生命相
托的专注；你可曾知道，一袭白衣之下，有颗仁
爱济世的至诚之心。

8月19日，全国1174.9万卫生健康工作者
将迎来属于自己的节日——首个“中国医师
节”。

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近日作出重要指示
强调，弘扬救死扶伤的人道主义精神，不断为增
进人民健康作出新贡献。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卫生健康工作者勇
担使命、仁心济世，唱响护佑生命的大爱行歌，
汇聚起健康中国建设的磅礴力量，为民族复兴
的光荣梦想不断夯实健康之基。

敬佑生命、救死扶伤，中国医务工作者勇攀
创新之巅，用精湛医术护航人民生命健康

一位96岁高龄外科医生的双手，吸引了网
友们的目光：因为长期捏手术钳，右手关节已经
变形，拇指、食指像鹰爪一样微微内扣。

从医75载，中国科学院院士、国家最高科学
技术奖获得者吴孟超的这双手，把16000多名
病人从死神手里拉了回来。

吴老这双手有多“神”？和他共事几十年的
护士长说，打开满是鲜血的腹腔，吴老的手“就
像长了眼睛一样”，一摸、一掐，血就止住了，病
人的命就保住了。

吴孟超在肝脏外科闯出了一片天地。他大
胆提出“五叶四段”解剖学理论，创立常温下间
歇性肝门阻断切肝法，找到了制伏肝病之“魔”
的“金钥匙”。

第一例完整的中肝叶切除、第一例巨大小
儿肝母细胞瘤切除……在吴老和学生们的努力
下，中国肝脏外科学从无到有、从有到精。肝癌
术后5年生存率由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16％左
右上升到了今天的50％以上。

有学生问：您能闯别人闯不进去的“禁区”，
靠的是什么？

“没有创新的‘敢’劲儿，怎么能有前途？”这
位“中国肝胆外科之父”说，“我这把年纪，以后
这样的机会不多了。只有代代传承，疾病预防
治疗、医学科技发展才会不断攀登新高峰。”

生命至上，大爱无疆。在生命的奇迹背后，
是吴孟超们攀登创新之巅，竖起匡威济世、仁医
德行的精神丰碑。

医务人员既需面对惊心动魄、生死搏斗，也
需游走于微毫之间，妙手回春。

2017年 7月起，由中央文明办和国家卫生
健康委员会共同组织的全国道德模范与身边好
人“中国好医生、中国好护士”群众推荐评议活
动火热展开。截至2018年 7月，这块卫生健康
系统先进典型宣传的“金字招牌”已推出137位
优秀个人和8支优秀团队。

在浙江杭州举行的现场交流活动上，浙江
大学医学院附属邵逸夫医院眼科主任姚玉峰接
过“中国好医生”月度人物的纪念证书。这位坚
守角膜病诊疗30年的“光明使者”，眼里透着一
股“韧”劲儿。

“病魔把一个人推向了悬崖，我要把他们拉
回来。”就是这个朴素的想法，让姚玉峰解决了
一个困扰眼角膜移植界的“世纪难题”。

角膜病致盲，全球共有4000万病人。这种
病有多可怕？病人不但会看不见，病情严重的
话，整个眼球都要挖掉。

在角膜移植手术中，红肿、灼痛甚至是再次
失明……排斥反应一直是无法逾越的难关。实

验证明：排斥反应针对的是角膜最后一层，只有
6微米厚的内皮层。

通过对前人大量的理论研究，姚玉峰明白：
只要把患者角膜的内皮层完整保留，理论上就
不产生排斥反应。

怎样才能让内皮层在手术中不发生破损？
几十种方法、数千次试验……姚玉峰日日

夜夜苦思冥想。终于，他受到鸡蛋壳与鸡蛋衣
关系的启发：若将角膜开一个小口，露出后弹力
层与内皮层，让“蛋壳”与“蛋衣”分离。这样，剥
破“蛋衣”的概率就大大降低。

1995年，世界上第一例采用最新剥离术进
行的角膜移植手术由姚玉峰主持完成。术后无
排斥反应，患者三个月后视力达到1.0。第二例、
第三例……所有移植均实现零排异！

如今，这项技术不仅大范围应用在中国病
人身上，也被推广到美国、日本、印度等地。“姚
氏法角膜移植术”——这项技术首次以中国人
的名字命名并被载入世界角膜移植发展史。美
国眼科科学院称它是“该领域治疗方法的一个
突破”。

“‘中国医师节’是党和人民给予我们的特
殊荣耀。”姚玉峰说，习近平总书记在首个“中国
医师节”即将到来之际作出的重要指示，让“白
衣卫士”充满医者仁心、开拓前行的力量。甘于
奉献、悬壶济世的情怀，亦将因锐意创新而彰显
伟力。

无限风光在险峰。饱览“一览众山小”的风
光，需要医者怎样的艰辛与登攀？

10年——中国工程院院士、浙江大学医学
部教授李兰娟，从率领团队成功应对浙江省“非
典”疫情到成功防控全国人感染H7N9禽流感疫
情，领衔创立了新发传染病病原快速识别、监测
预警、临床救治、公共卫生决策的中国技术和中
国模式，获世界卫生组织高度肯定。

17年——中国中医科学院首席研究员、诺
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获得者屠呦呦，从研究中
医古籍开始，筛选出中药青蒿的抗疟有效乙醚
中性提取物，分离出青蒿素，再到获得“青蒿素”
新药证书，用“中国小草”挽救了全球数百万疟
疾患者的生命。

……
名医大家，璨若星河。仁术济世，绵延流

芳。
长期以来，我国广大医务人员响应党的号

召，弘扬敬佑生命、救死扶伤、甘于奉献、大爱无
疆的精神，全心全意为人民健康服务，在疾病预
防治疗、医学科技发展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并取得了丰硕成果，涌现出一大批医学大家和
人民好医生。

临危不惧、义无反顾、勇往直前、舍己救人，
这就是广大卫生健康工作者的生动写照。

一心为民、无私奉献，仁医大爱谱写中国医
者动人华章

有人说，中国的医生比外国同行要累得
多。的确，穿上白大褂、手术服，这些平凡的“英
雄”便化身不知疲倦的超人，不负使命，救死扶
伤。

“您把钱用在给孩子看病上吧！”为了阻止
患儿家长往白大褂的兜里塞红包，首都医科大
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超声科主任医师贾立群竟

把兜口缝了起来。
贾立群想，省下了推来挡去的时间，他就能

再多接诊几个患儿。北京儿童医院平均每天的
门急诊量达9500多人次，有1／10的患儿需要
做B超检查。贾立群医术精湛，外科大夫每当
碰到疑难病例时，首先想到的就是“让贾立群给
看一下”。

由于儿科超声医生十分短缺，1990 年至
2015年间，贾立群主动承担了医院超声科的夜
间急诊工作，并承诺“随叫随到”。为了少让孩
子因为B超检查挨饿，他省掉了自己的午饭，争
分夺秒给孩子做检查。

最多的时候，他一天夜里被叫起来19次，连
续工作36小时……从医40年来，贾立群共接诊
30多万名患儿，确诊 7万多例疑难病例，挽救
2000多个急重症患儿的生命。

“只要你们能等，不管多晚我都给你们做。”
这是贾立群常对患儿家长说的一句话。

心系患者，甘于奉献。平凡的“英雄”，像一
束光，用自己不变的初心和不灭的梦想，温暖着
这个世界。

面对卫校毕业后留在省城改变命运的机
会，山西临汾穷山沟里长大的“80后”贺星龙，并
不是没有辗转反侧过。

村里没有医生，距离乡镇卫生院和县城医
院路途遥远，出行不便，老百姓经常“小病拖成
大病，大病夺去性命”。

贺星龙睡不着。因没钱没条件治病而离世
的爷爷，乡亲们你家 30、他家 20 为他凑成的
3000多元学费，和自己曾暗暗立下的返乡服务
乡亲们的誓言，一遍遍在脑海里闪现。

最终，他婉言谢绝了校领导的挽留，回到乡
亲们身边，开启了艰难曲折的村医生涯。

山路崎岖、天气恶劣，但再远再苦，贺星龙
都要赶到病人的家中。为了再快一点、给更多
村民看上病，他咬咬牙，贷款买了摩托车。

擦伤、摔伤成了贺星龙的家常便饭。骨折
了，他自己打上石膏粉，没躺几天，又一瘸一拐
地去出诊。

有一次摔得差点没命，扶着浑身是血的贺
星龙，一位大婶心疼地掉泪：“你这个娃，究竟有
多急的病人呀，连自己命都不要啦！”

贺星龙却说，骑上摩托车是他心情最好的
时候，因为所有烦恼都被放下，此时他的心里只
有病人。

18年，他骑坏了7辆摩托车，用烂了12个行
医包，跑遍了黄河边上的28个村，行程40多万
公里……

18年，他出诊16万多人次，医治患者4600
多人，免收出诊费35万元，为五保户患者免费贴
药4万多元，赊账、死账还有5万多元……

贺星龙不后悔：“钱是没挣下，但4000多乡
亲不再为生病发愁了，值！”

有时去治愈，常常去帮助，总是去安慰。贾
立群、贺星龙们默默践行着医者誓言，守护着人
们的健康与生命。

人们不禁要问：到底是什么支撑着他们作
出这样的选择，甚至终生无悔？

“做医生是一种信仰。”北京大学第一医院
肾内科主任医师周福德说，医生面对的是生命，
生命无价，所以德是最好的衡量。

心向往之，无问西东。敬佑生命、心怀大爱
的信仰像阳光一样，照亮了医者的前路，也让他
们接诊过的每一位患者如沐春风。

这种信仰从哪里来？
“把人民健康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

位”——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习近平总书
记指出，要毫不动摇把公益性写在医疗卫生事
业的旗帜上。

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用较少的投入取得
了较高的健康绩效。如今，全国医疗机构每年
总诊疗人次已超80亿、多个学科疾病诊疗难度
系数不断增加、医患关系愈加复杂……面对新
时期的挑战，卫生健康工作者正在探索发展中
大国的健康建设之路。

如何让13亿多人民看上病、看好病、看得起
病，考验着广大卫生健康工作者的智慧和信念。

“橘井泉香，种德收福。”这是一个患者对周
福德的由衷赞誉。

为了让很多慕名远道而来的患者看上病，
周福德除了每周出三次门诊，还采取周末加诊、
每次加号的方式尽最大努力满足患者的看病要
求。

“来的时候有欢迎声，问的时候有回答声，
走的时候有送别声。”周福德提出“三声”理念，
并把它作为自己门诊的基本遵循。“这是医生对
患者的尊重。”

从医病救人到同舟共济，中国医者用生命
之托搭建的信任之桥，祛除疾痛、带来新生。

大爱无疆、道济天下，广大卫生健康工作者
发挥医改主力军作用，书写构建人类健康命运
共同体的中国担当

2018年7月，北京东单三条九号院，中国医
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学院 2018 届毕业典礼。
院校长王辰对全体毕业生的临别致辞，让学子
铭记、令网友动容：

“人的精神和心灵是需要照护的，患者尤其
如此。医学跟人类最根本的终极利益是一致
的。作为照护的提供者，医师须深谙此道，深明
此理。”

今年32岁的中日友好医院呼吸中心呼吸与
危重症医学科主治医师王一民，在朋友圈为这
段话点了“赞”。虽然每天查房、会诊的日常工
作“波澜不惊”，但他相信，只有不忘大医精诚、
仁心仁德的“初心”，做好一砖一瓦，才能盖起中
国医学发展的“摩天大楼”。

“我们会接过前辈们的接力棒。把医师的
精神传承下去，这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王
一民说。

历史与未来，交融际会；中国医者之魂，始
终如初。

走过与疾病斗争的漫漫长夜，健康，成为人
类社会发展福祉的永续追求。“大健康”嵌入了
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新发展理念的壮丽
版图。

促进全民健康，决胜全面小康。展望未来，
健康中国的宏伟战略目标已经开启：

到2020年，建立覆盖城乡居民的中国特色
基本医疗卫生制度，主要健康指标居于中高收
入国家前列；

到2030年，促进全民健康的制度体系更加
完善，健康服务质量和健康保障水平不断提高，

主要健康指标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
工业化、城镇化、人口老龄化，疾病谱、生态

环境、生活方式不断变化……多重疾病威胁并
存、多种健康影响因素交织的复杂局面更为凸
显。人们希望看得上病、看得好病，要看得放
心、舒心。

“要着力发挥广大医务人员积极性，从提升
薪酬待遇、发展空间、执业环境、社会地位等方
面入手，关心爱护医务人员身心健康，通过多种
形式增强医务人员职业荣誉感，营造全社会尊
医重卫的良好风气。”习近平总书记为健康工作
改革发展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

造就居民的健康“守门人”，国家发力改革
完善全科医生培养与使用激励机制，提高基层
医务人员中高级职称晋升比例。我国每千人口
医师数达到2.44人，医疗卫生人才队伍更加优
化，整合型医疗服务体系逐步构建；

向农村贫困人口的健康“短板”发力，我国
每年为中西部地区招收培养5000名左右本科
免费医学生；拓宽乡村医生发展空间、切实落实
乡村医生多渠道补偿政策，让好医生“沉下去、
留得住、能发展、有保障”；

还医师从业环境一片“蓝天”，“基本医疗卫
生与健康促进法”草案对扰乱医疗卫生机构秩
序的行为需相应承担的法律责任作出了规定。
天津、江西等多地出台医疗纠纷处置条例，让做
医生更有安全感、更有尊严。

“实现全周期健康的愿景，广大卫生健康工
作者要珍惜难得的历史机遇。”国家卫生健康委
员会主任马晓伟表示，下一步将继续加强医务
人员队伍建设，完善培训培养机制、提高服务能
力和质量、提高医务人员保障水平等，加快推进
健康中国建设。

西非，塞拉利昂。抗击埃博拉出血热、恶性
疟疾……“看不见硝烟的战争”在进行。

中国人民解放军援塞拉利昂军事医学专家组
冒酷暑、踏泥泞，走遍塞军所有基层医疗哨点反复
调研。他们成功研发出能够实时监测的移动式传
染病监测报告系统，还为不足200名注册医生的塞
国培训出一支自己的传染病诊治防技术力量。

“我们都是黑皮肤的中国人！”被治愈后的
塞拉利昂居民向中国“白衣卫士”竖起大拇指。

从半个世纪前派出第一支医疗队至今，中
国医务工作者已累计有2.6万人次参与援外，足
迹遍布71个国家。而其中有51名医生，因为疾
病、意外或是地区冲突，永远地把生命和牵挂留
在了异国他乡。

“中国，渐成医疗卫生领域国际合作的倡导
者、推动者和践行者。”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
德塞说，中国卫生与健康工作者对于增进人类
健康福祉作出了重大贡献。

凡大医治病，必当先发大慈恻隐之心，誓愿
普救含灵之苦，不得问其贵贱贫富，亦不得瞻前
顾后，自虑吉凶。唐代名医孙思邈笔下济世苍
生的情怀，已成为一代代医者的共同追求。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坚持全心全意
为人民服务，弘扬救死扶伤的人道主义精神，不
断为增进人民健康作出新贡献——在首个“中
国医师节”即将到来之际，习近平总书记号召广
大卫生健康工作者不断为增进人民健康作出新
贡献，努力开创我国卫生健康事业新局面。

我们向医者致敬——以大爱的力量，为人
民的美好生活倾注至诚，为人类的健康福祉而
胸怀悲悯；

我们与医者并肩——同舟共济、心手相连，
在推进健康中国的大道上携手同行。

（新华社北京8月18日电）

以 生 命 的 名 义
——献给首个“中国医师节”

新华社长沙8月18日电 （记者
陈宇箫）在湖南省醴陵市的渌江中学
门前，有一条以革命烈士蔡申熙命名
的申熙路。从申熙路进入中学校门，
会经过一个小广场，广场上展示着蔡
申熙等从这所中学走出的革命先辈的
英雄事迹。渌江中学副校长刘国富告
诉记者：“红色精神潜移默化地贯穿了
学生们的日常，自然而然就激发起他
们对革命先烈的崇敬之情。”

蔡申熙，原名蔡升熙，1906年生于
湖南醴陵一个贫苦农民家庭。1920年
入县立中学读书，积极参加进步学生
运动。1924年春入孙中山陆军讲武学
校，后转入黄埔军校第1期学习。同年
秋加入中国共产党。毕业后留校教导
团工作。曾参加平定广州商团叛乱和

讨伐军阀陈炯明的两次东征。1926年
参加北伐战争，先后任国民革命军第4
军营长、第20军团长。1927年8月参
加南昌起义。后任起义部队第 11军
24师参谋长。同年12月参加广州起
义，任广州市公安局局长。后到上海，
在中共中央军事部工作。

1928年起，蔡申熙任中共江西省
委军委书记、吉安东固地区游击队第1
路总指挥。曾率部攻克峡江县城，配
合湘赣边区的革命武装斗争。1930年
初任中共中央长江局军委书记，不久
被派赴鄂东南阳新、大冶和蕲（春）黄

（梅）广（济）地区领导游击斗争。同年
10月参与组建中国工农红军第15军，
任军长，率部东进皖西，攻克太湖县
城。于12月到达鄂豫皖苏区，参加第
一次反“围剿”。

1931年1月，第15军与第1军合编
为第4军后，蔡申熙任第10师师长、中
共鄂豫皖特委委员兼军委副主席，率部
参加磨角楼、新集、双桥镇等战斗。他
指挥机智、作战勇敢、身先士卒，在一次
战斗中负伤致残。同年5月，鄂豫皖中
央分局成立，他为分局委员，并任彭杨
军事政治学校校长。他言传身教，贯彻

教育训练与实战要求相结合的教育方
针，主持办学4期，为鄂豫皖苏区培养大
批军政干部。1932年7月，正值国民党
军对鄂豫皖苏区发动第四次“围剿”时，
蔡申熙被调任第25军军长，率部在英
山、麻埠地区与各路进犯敌军展开激
战，予敌以重大杀伤。10月9日，在湖
北黄安（今红安）河口镇战斗中，他腹部
中弹，躺在担架上坚持指挥战斗，直至
壮烈牺牲，年仅26岁。

徐向前曾这样评价他：“蔡申熙同
志是红十五军的主要创始人之一，对
鄂豫皖红军的建设和发展作出了重大
贡献。他不仅具有战略家的胆识和气
度，而且在历次战役战斗中机智果断，
勇猛顽强，因而在红四方面军中有很
高的威望。”

蔡申熙：中国工农红军杰出指挥员

8月 18日，在河北省深州市东安庄乡西辛庄村，“老丝弦”演员指导小朋友们练
习。近年来，在当地政府的支持下，河北省深州市东安庄乡西辛庄村老艺人重拾“老
丝弦”，成立“老丝弦”文化大院，挖掘精髓腔调韵律，累计整理《江须分家》《金铃记》
等50多个传统“老丝弦”剧本，带动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喜欢上“老丝弦”，促进了这一
稀有传统剧种的保护、传承与发展。 新华社记者 李晓果 摄

稀有剧种“老丝弦”焕新生

新华社哈尔滨8月18日电 （记
者 王君宝）“神通杯”第一届全国机
器人足球公开赛18日在黑龙江省大
庆市开幕。

共有来自全国的73个代表队，约
300名运动员、教练员、领队参赛，比
赛为期3天，从8月18日开始至20日
结束。

开幕式上，中国机器人运动工作
委员会副主任张学军表示：“随着我国
机器人产业的迅猛发展，各式各样的
机器人出现在人们的生活当中。”

大庆市副市长朱清霞介绍，这次
大赛为大庆学习机器人产业先进发展
经验提供了一次难得的机会，对大庆
市机器人产业创新发展有巨大促进作
用。

本届大赛由全国学校体育联盟机
器人工作委员会、中国机器人运动工
作委员会、大庆市人民政府主办。

首届全国机器人
足球公开赛开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