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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医院驻地广大患者眼里，在汶川、
玉树地震灾区群众心中，解放军第153中
心医院妇产科主任张红娟是毋庸置疑的

“最美军医”。眉宇间，传递着母亲似的温
暖；笑容里，洋溢着亲人般的情意；眼神
中，闪烁着人民军医的担当。“我要一辈子
对病人好”，轻描淡写的一句话，缓缓从这
位还很年轻的医生口中说出来，由不得你
不信，这是她坚守一生的承诺。

“有一种花儿名叫马兰，你要寻找
它，请西出阳关。”张红娟出生在马兰花
盛开的戈壁滩，父亲在她很小的时候为
空军事业献出了生命。在她幼小的心
灵里，就种下了马兰花的种子，长大后
要为勤劳的人们带来幸福。1989 年，
她考取军队医科院校，走进了治病救人
的神圣殿堂。成为军医后，每一位前来
就诊的患者和待产孕妇，无论身份高
低、家境贫富，在她心里都是“要好好对
待的人”。

2003 年，河南原阳县回族妇女杨
秋艳身患重病，手术后化疗没多久，她
因经济困难放弃治疗悄悄回了家。“不
能眼睁睁看着她放弃生命。”电话打不
通，张红娟就直接登门拜访，一句“大

姐，我来接你了”，重新燃起杨秋艳对生
命的渴望。

回到医院，张红娟为这位回族患者
买来新锅单独开灶，熬鸡汤、炖羊排，每
个化疗周期为她“报销”来回路费，化疗
结束还向医院申请减免了大部分医药
费。“没有张医生就没有我的今天啊！”
如今，身体健康家庭幸福的杨秋艳依然
常常向人讲起张红娟的救命之恩。

2012 年 5 月的一个晚上，一名靠收
废品为生的孕妇被丈夫送到 153 医院
妇产科，因为他们听说这里有一位不嫌
贫贱、对人特好的女军医。当时，妇产
科人满为患，连走廊里都是待产孕妇。
张红娟把孕妇安排在自己办公室里，和
护士一起帮她洗澡换衣，后来又亲自为
她接生。感动得这对“拾荒”夫妻逢人
便说，“解放军医院的张红娟医生真是
好人啊！”

“药是用来治病的，医术是用来救
人的，不是用来赚钱的。”行医 22 年，用
确保疗效的廉价药，开足够治疗的小处
方，能不做的检查化验尽量不做，能顺
产的孕妇一定顺产，这是张红娟的行医
准则。“她是最会给病人省钱的医生”是

患者们对张红娟的由衷赞誉。
家住新疆的王亚茹老人，来郑州探

亲时查出患了子宫癌，手术后需要化
疗。为减少老人路途辛劳，减轻化疗痛
苦，张红娟专门为她制订了化疗方案，
并建议她在新疆当地医院化疗。老人
说，“路再远我也要来，我就相信你！”

“看上去红娟行医谨小慎微，其实
为患者解除病痛，她从来不怕担风险。”
医院副院长王志敏告诉记者，在汶川抗
震救灾时，孕妇杨春波先后被送到 4 个
医疗点，都因不具备接生条件而不得不
转诊。被救援官兵抬到 153 医院医疗
队时，她的羊水破裂已 8 个小时，胎儿
胎心十分微弱。当时气温高达 40 多摄
氏度，消毒和手术条件极差，做剖腹产
手术要冒很大风险。两条生命由不得
张红娟丝毫犹豫，她果断指挥在简易帐
篷里架起手术台，没有吸痰管就用导尿
管，没有消毒箱就用高压锅，连续手术
两个多小时，终于迎来汶川特大地震中
第一个新生命。这个消息在电视新闻
里播出后，让牵挂汶川的全国人民为之
振奋。

“你收过患者或家属的红包吗？”面

对这个几乎所有医生都会遇到的问题，
张红娟淡淡地笑了，“当面实在推脱不
掉的，我们就先收下，然后存入患者住
院费里。这是我们妇产科每个人都会
自觉遵守的规矩。”

去年 8 月，一位急诊产妇因难产痛
苦万分，“不差钱”的丈夫心急如焚，塞
给张红娟和医护人员每人一个大红包，
恳求确保母子平安。情急之下,大家收
下了红包。待母子平安出院时，产妇家
属收到了一张额外收据，原来红包里的
钱已计入了住院费用。“军医不仅代表
着自己和医院，更代表着党和军队，必
须做让人民群众贴心暖心的好医生。”
张红娟轻轻地说。

中国现代妇产医学奠基人林巧稚
是张红娟心中的偶像。这些年，为了练
就林巧稚那样能在手术台上“绣花”的
手，张红娟甘愿把原本细嫩光滑的手
指，“折磨”得不忍示人。院长李晓琼告
诉记者，在追求精湛医术的路上，张红
娟从未停歇。从医 22 年，她接生上万
名婴儿，接诊 10 万多患者，主刀上千例
手术，没有一次失误，她是患者心中“最
值得信任的好医生”。

一 辈 子 对 病 人 好
——记解放军153医院妇产科主任张红娟（下）

“我们来自圣洁的甘孜大地”、“我
们用纯净的天地、清新的空气和洁净的
环境博取您的青睐”⋯⋯，6 月 5 日，由国
家民委、四川省人民政府主办，四川甘孜
州委、州人民政府承办的“全国民族自治
州成就展——圣洁甘孜·走进北京·四川
甘孜藏区文化旅游宣传周”系列活动在
北京民族文化宫正式启动。甘孜藏区民
族文化气息浓郁的展览，给参观的人们
奉上了丰富的精神文化大餐。

在发展成就暨旅游图片展厅，一组
组图片记录了甘孜州经济社会发展的精
彩瞬间。四川甘孜藏族自治州地处青藏
高原东南缘，凭借独特的生态环境，近
年来经济实力由弱到强、基础条件明显
提升、社会民生全面改善，各族人民幸
福指数不断攀升。古老而神奇的甘孜大
地正在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

在展厅中央，一顶虎皮帐篷显得格

外醒目。整个帐篷呈圆形，内拱呈穹。
作为民族文化交汇融合的“走廊”，甘
孜孕育了博大精深的康巴文化——神奇
的德格印经院雕版印刷技艺、溢彩流金
的唐卡绘画、做工精巧的阿西土陶、激
荡人心的弦子和踢踏⋯⋯

在非遗项目展厅，甘孜州文化馆馆
长扎西斑鸠演绎的“格萨尔说唱”把人
们的思绪带到了远古时期。最初通过民
间艺人说唱形式流传下来的 《格萨尔王
传》，是一部在藏族人民中广泛流传、

家喻户晓的世界文学名著，被称为东方
的“荷马史诗”。如今，随着传播方式
趋向多元化，不仅格萨尔史诗文化得到
广泛传播，更衍生了格萨尔藏戏、电视
剧等不同的艺术形式。

据了解，目前甘孜州已拥有国家级
非遗项目 21 个，省级项目 56 个，州级
项目 94 个，县级项目 422 个；有国家
级代表性传承人 9 人，省级代表性传承
人 74 人，州级代表性传承人 185 人。
在这片如梦似幻的雪山草原上，藏民族

以其坚韧的生命力和丰富的想象力创造
了令世人叹为观止的文化，成为中华民
族文化大花园中的一朵奇葩。

“今天的甘孜是一片渴望与外界交
融的热土。”四川省人民政府副省长黄
彦蓉说，在人们感受甘孜藏区群众幸福
生活、领略高原风光雄浑大气、品味康
巴文化古朴神秘的同时，甘孜也在寻求
合作发展的黄金商机，期待更多国内外
朋友到甘孜州旅游观光、考察洽谈、开
展合作、投资兴业。

圣洁甘孜渴望拥抱世界
本报记者 韩秉志

加快推进我国从人力资源大国
向人力资源强国转变,吸引人才是
关键。1998 年 8 月，教育部启动实
施“长江学者奖励计划”，面向海内
外延揽优秀中青年学者参与我国高
校建设和学科发展。10多年来，“长
江学者奖励计划”出人才、出成果、
出机制，成为海内外知名的高层次
人才计划品牌。

“长江学者奖励计划”实施以来，
有关高校以优势特色学科、创新平
台、重点科研基地为依托，围绕重大
科研与建设项目等，吸引和汇聚了
一大批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学术大
师和学科带头人。截至目前，全国
高校共聘任长江学者 2251 人，其中
特聘教授1546人、讲座教授705人，
覆盖 30 个省（区、市）、166 所高校。
一批长江学者作为首席科学家承担
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大项目、

“973”项目、“863”项目、国家科技攻
关计划项目、社科基金项目和重大工
程项目等。

作为国家重大人才工程的重要
组成部分，“长江学者奖励计划”与

“千人计划”、“万人计划”等相互衔
接,互为支撑，通过直接招聘、师生
传承、学术交流、专家和驻外教育处
组推荐等多种渠道，引进的长江学
者 90%以上都拥有海外学习或者工
作经历。

在这项计划的支持和激励下，
大批长江学者在基础前沿和战略高
技术领域取得了世界级的标志性成
果，部分科研领域已达到或接近国
际先进水平。他们面向国家需求，
紧紧围绕先进装备制造业、信息产业、新材料等产业发展需要，
结合重点学科建设，致力于核心技术的开发和关键技术的集
成，实现了成果转化，推动了我国产业技术的升级换代。

按照国家教学和科研并重的要求，“长江学者奖励计划”注
重引导长江学者教书育人，提携后学，支持长江学者组建创新
团队、大力培养学术骨干和青年学生，在国家级教学名师奖、国
家级教学成果奖评选、全国高校优秀教材奖评选中都占有一席
之地，实现了科学研究和人才培养的双赢。

作为一项吸引高端人才的长远计划，“长江学者奖励计划”
在设岗、选人、激励等方面突破传统模式，通过设立特聘教授、讲
座教授岗位制度，推行公开招聘制度，将高层次人才的遴选视野
扩展到世界范围，成为高层次人才培养模式创新的“试验田”。

针对中西部地区高校人才流失和高端人才匮乏的实际情
况，“长江学者奖励计划”强化政策导向，在确保质量的前提下，
向中西部高校特别是地方高校实行倾斜政策，并优先支持从海
外引进和从东部高校到中西部高校应聘的长江学者候选人。

此外，教育部还通过实施“春晖计划”和“留学回国人员科
研启动基金”等项目，为海外留学人才回国工作搭建桥梁。“春
晖计划”自 1996 年实施以来，共资助 200 多个留学人员团组、
近 2 万人次短期回国工作。“留学回国人员科研启动基金”项
目自 1990 年实施以来，共资助 47 批 22700 人，资助资金 6 亿
多元。

出人才

出成果

出机制

—
—教育部实施

﹃
长江学者奖励计划

﹄
取得显著成效

本报记者

韩秉志

出人才

出成果

出机制

—
—教育部实施

﹃
长江学者奖励计划

﹄
取得显著成效

本报记者

韩秉志

□ 本报记者 李争平□ 本报记者 李争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