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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江南水乡到戈壁荒漠，从改革前沿
到县域小城，七百多个日夜，他走遍新疆
柯坪县所有乡村，真情实意为乡亲们干实
事，直至生命的最后一刻。

他就是浙江省湖州市援疆指挥部指挥
长、柯坪县委副书记黄群超。

2015 年 8 月 11 日，黄群超因积劳成
疾突发心脏病，病倒在援疆岗位上，生命
定格在47岁。

柯坪县是位于新疆南部的小县城，总
人口仅5万，到处是荒漠、戈壁，气候恶
劣，极度缺水。它是国家级贫困县，连买
菜、汇取款都要到相距160多公里的阿克
苏市。

2013 年 8 月，组织上选派时任湖州
市政府副秘书长的黄群超援疆。他二话没
说，告别妻儿和母亲，义无反顾地来到
柯坪。

刚到柯坪一个多月，黄群超就走遍了
全县机关部门和乡镇、村。七百多天，他
顶着沙尘暴，踩着厚雪地，走过红沙漠、
盐碱地、戈壁滩。

“哪怕身体透支，也不让工作欠账”，
这是黄群超挂在嘴边的话。参加工作 30
年来，工作岗位在变、职务在变，但每到
一个新岗位，他都非常投入，并能很快成
为行家里手，把工作干得风生水起。

湖州市援疆指挥部副指挥长金宁说：

“指挥长对工作的激情和认真是有名的，
为此有些同志怕在指挥长手下工作，因为
他要求高、节奏快、加班多。大家怕他，
但更敬重他。每天最早到办公室的常常是
他，最晚走的也是他。”一位援疆医生
说，“我们上夜班回来，经常能看到黄指
挥长办公室的灯还亮着，窗户上映出他忙
碌的身影，大家都很佩服他的敬业精神”。

柯坪的自然条件匮乏，究竟什么产业
能帮助农民致富？在对每个项目都做了扎
实详尽的调查后，黄群超考虑把湖州的湖
羊引进柯坪。

曾任浙江省援疆指挥部指挥长的徐纪
平回忆说，“有一天，他来到我办公室，
兴奋地告诉我，他找到一个能大力推广的
项目——养殖湖羊”。徐纪平说，当时他
感觉黄群超在“胡闹”。

对于这个项目，一开始，县里和援疆
指挥部都吃不准。可认准了的事情，黄群
超却有股牛劲儿。“群超说他做足了功
课，有个别农户已经在搞湖羊的养殖了。
之后他陪我去农户家里实地考察，反复调
查论证。”徐纪平说。

为此，黄群超先后3次返回湖州，参
与选羊、疫情监测和运输协调。2014
年，1600 只湖羊分两批从太湖南岸启
程，跋涉万里来到柯坪。

“在黄指挥长的带领下，湖羊实现了

万里运输零死亡和安全度过应激期零死
亡，这可以称得上是一个奇迹。”柯坪县
畜牧兽医局局长谢定元介绍，本地肉羊一
胎一羔、繁殖较慢，而湖羊一胎多羔、舍
饲养殖、生长较快。

如今，黄群超亲手引进的 1600 只湖
羊种羊已产出 2356 头小羊羔，新建的湖
羊产业化推广中心也交付使用，“企业+
基地+农户”的湖羊产业化项目为当地农
民开辟了致富新渠道。

黄群超的笔记本上记载着一句话，
“来的时候是一粒种子，离别的时候要满
园硕果”。漫步柯坪城乡，广电大厦、文
体活动中心、富民安居房、文化礼堂⋯⋯
两年内，黄群超共组织实施 37 个援疆项
目，安排 1.56 亿元援疆资金，涵盖就
业、产业、教育、卫生、智力支持等多个
领域。

离家万里的七百多天，黄群超一心为
乡亲们谋福利，把大爱的种子播撒在群众
心中。

盖孜力乡库木亚村是黄群超的对口帮扶
村，每一户人家他都去过，每一个村民都认
识他，他心里总有一张群众“应急单”。

村民吐尼沙汗·肉孜是低保户，丈夫
因心脏病丧失劳动力，3 个孩子有两个还
在上学，一家人仅靠 15 亩地维持生计。

“黄书记经常来看我们，给我家送钱送药

送粮食，给孩子们带学习用品和辅导书
籍，还鼓励我坚定信心、多想办法。”站
在自家院子里，吐尼沙汗·肉孜忍不住泪
流满面。

13 岁的艾尼卡尔·艾克拜尔是个孤
儿，2014年，黄群超收养了他。“黄爸爸
很爱我，一有空就来和我聊天、带我玩
儿，给我买学习用品和新衣服。”艾尼卡
尔低着头，低低的声音带着哭腔。

61 岁的木沙·热合曼老伴去世了，
唯一的女儿嫁到了伊犁。因没有其他亲
人，身体不好，他住进了敬老院。前年冬
天木沙老人发高烧，黄群超得知后去看望
他。当时木沙老人起不了身，黄书记看到
床前的尿盆，直接就端出去倒掉了⋯⋯木
沙老人哭着说：“真是比自己的娃娃都
亲，他就是我的亲人！”

2015 年 8 月 14 日，黄群超遗体告别
仪式在柯坪举行。天刚亮，几百名自发前
来送别的群众就挤到了湖州市援疆指挥部
门口。一些熟识黄群超的维吾尔族老乡一
边抹着眼泪，一边喃喃自语：“这么好的
娃娃，咋说没就没了呢？”

黄群超去世后，他的骨灰一半随家
人回到故乡，一半轻轻洒落在他生前付
出最多、最眷恋的地方——湖羊发展中
心、红枣园、红沙河畔以及防风林的白
杨树下。

从 一 粒 种 子 到 满 园 硕 果从 一 粒 种 子 到 满 园 硕 果
——追记浙江省湖州市援疆指挥部指挥长黄群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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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国家“千人计划”创新人才、圣美
迪诺医疗科技有限公司首席科学家，章华
始自豪地说，回国后，他已经研发了三种
动态血糖监测产品，目前最新产品的各项
指标水平与国外相当。“下一代产品，我希
望做成全世界最领先的！”

显然，这是一个非常自信的人。他的
信心从哪里来？

脚踏实地的成长

信心，源自脚踏实地的成长。
章华始生活在一个科学气氛浓厚的

家庭，父母都在中国科学院工作。1968
年出生的他，从小就对科学有兴趣。他笑
言：“我小时候一直被别人认为能做科学
家，因为小学二年级就戴了很厚的眼镜。
在学校参加活动时参演科幻话剧，我演的
就是科学家。”

高中毕业，章华始考入华东理工大
学。读了 3 年后，转去美国佛罗里达大学
化学专业，并获得学士学位。

对章华始来说，出国留学是步入独立
生活的一个重要转折点，“那是上世纪八
十年代末，国内生活条件、大学环境和国
外差距很大，我就像从小学直接跳入大
学，所有事都要自己作决定。在国内我是
乖孩子，生活没什么压力，到美国就要适
应完全独立自主的生活，这对我来说是很
大的改变”。

“乖孩子”很快就适应了美国的生
活。第一个学期他还每周末去餐馆洗盘
子赚生活费，第二个学期他就开始在实验
室做助研拿奖学金。

本科毕业后，章华始考入美国南加州
大学化学系，开始了对医用新材料及医用
传感器的研究。

1997年，章华始获得南加大的化学博
士学位。毕业后，他进入工业界，做出了
很多成功的医用新材料产品和医用传感
器产品。在公司里的新产品研发经历，让
章华始迅速成长起来，成为一名有丰富经
验和明确目标的研发人员。

毕业后 15 年的美国工作经历中，章
华始印象最深的是自己做过的两个产品。

一个是 1999 年，他去了加州理工大
学三位教授（其中一位还是诺奖获得者）
创立的研发公司，做电子鼻。章华始所在
的研发团队，花了很多时间研发，终于推
出电子鼻的第一代手携式化学传感器。
技术本身受到很大推崇，登上了美国《时
代》杂志封面，公司还筹到4000万美元的
风投。但这家公司却没有充分考虑市场
应用，最终办不下去，被一家英国公司收
购。章华始说，“这家创业公司从纯技术
的角度切入，开发出了当时全世界最好的
技术，但并未达到预期目标”。

另一个产品则获得了成功。2002
年，章华始在圣地亚哥组团，用了不到 18
个月的时间，就研发出一种由氨基酸组成
的可生物降解的最新药物支架涂层技术
平台，在动物实验上验证后，作为雏形产
品卖给一家大公司。“那是我做的第一个
医疗器械类产品。”章华始向记者介绍，那
之前，心脏病人采用的心脏支架都是裸露

的金属支架，手术 6 个月后，有 30％的病
人血管会重新堵住。章华始团队在金属
支架上加上了能载药的可降解生物涂层，
将手术病人的血管再狭窄事件降低了一
半！“这个技术后来被那家大公司推向市
场，造福心脏病患者，让我非常高兴。我
认识到，医疗器械应该从市场需求开始，
要给病人解决实际问题。”章华始说。

两个产品的不同遭遇，让章华始认识
到：医疗器械领域，光拿出最好的技术还
不够，必须立足市场需求。

立足市场的需要

信心，源自市场需求的高涨。
章华始在科研领域的成名作，是动态

血糖传感器（CGM）。他在美国加州的著
名医疗器械公司 Dexcom（德康）公司担
任研发高级经理时，成功研发了世界上最
先进的动态血糖传感器。该产品对动态血
糖监测领域有深远影响。这种传感器在美
国所做的人体临床试验表明，它是目前准
确性最高、在体内使用期最长的传感器。

动态血糖监测（CGM）技术曾经是 20
世纪很多科学家的梦想，因为在医学领
域，糖尿病堪称“沉默杀手”，它无法根治，
能不知不觉摧毁人体健康，降低它杀伤力
的途径只有一条——通过药物人工控制
血糖浓度，使之维持在合理范围之内，以

免引起并发症。
然而，最常见的传统指尖血监测血糖

法，只能定时地片面截取血糖变化可能性
中的某一点，很容易造成诊断误差，从而
导致用药或治疗方法的误差。CGM 的问
世弥补了这一点，它可以提供连续、全面、
可靠的全天血糖信息，发现不易被传统监
测方法探测到的高血糖和低血糖，及时发
现血糖波动异常，为精细降糖提供保障。

“对我来说，最重要的是希望能给病
人做出一些带来实际好处的产品。我在
德康做的 CGM，虽然做完后就回国了，但
病人和医院反馈很好，能给患者带来切身
利益，这让我很有满足感。”章华始说。

2012 年初，章华始走上了回国创业
之路。他加盟了圣美迪诺公司，在北京组
建了一个全新的研发中心，领导国产化
CGM产品的研发工作。

“中国糖尿病病人超过 1 亿，每年增
长的人口超过 100 万。而其中只有 25%
被诊断，约 6%达到治疗目标。CGM 的推
广，将显著提高糖尿病人的血糖诊断和精
细控制水平。”章华始信心满怀。

“目前圣美迪诺是国内唯一从事动态
血糖监测且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本土企
业，而且全世界掌握此项技术的企业也不
过三四家。”章华始自豪地表示，圣美迪诺
公司的动态血糖产品，避开了外国公司的
专利壁垒，将中国传统针灸技术引入产品

中，通过两根约 0.2 毫米工艺复杂的植入
式探头，实现了将诊室搬进卧室的梦想。

永无止境的追求

信心，源自永无止境的追求。
回国后，章华始领衔研发的动态血糖

监测传感器已经做到第三代产品，这是依
据患者需求不断改进的结果。他告诉记
者，“在国内，我们跟医生交流很频繁，从
他们那里得知一线患者的需求，这在国外
是很难得的”。

2014年6月，在美国糖尿病协会科学
年会（ADA）上，圣美迪诺公司亮出了当时
全球首款动态血糖监测的专业化手机应
用产品，它将生物传感器技术、无线传输
技术、云计算技术以及 GPS 和 3G 通讯等
技术有机融合，患者可通过手机下载APP
软件，使用该系统进行血糖管理，实现 24
小时无间断守护。

“动态血糖监测是一个小产业链，这
方面人才很少。公司过去的主打产品是
在医院，让住院病人使用。我们希望通过
移动技术的引入，让病人用得更加方便。”

“自我血糖管理，关键要让病人愿意
做、能够做。”章华始表示，智能手机的应
用，让产品不再需要传统显示仪，降低了
整体价格。同时让设备更小型化便携化，
使用起来更方便更智能，“传感器探头只
有0.2毫米，植入到皮下监测皮下组织液，
和针灸差不多，病人感觉不到疼痛”。

记者采访时，章华始回国后做出的圣
美迪诺公司第三代 CGM 产品，刚通过国
家药监局的专家评审会，即将在市场上推
出。“我们现在做的最新一代动态血糖监
测仪产品，在测试结果准确性和测试方便
程度方面，跟国外最先进同类产品的指标
差不多，而价格要便宜得多。国外要 70
美元左右，我们的产品预计售价仅为约
200元人民币。”章华始说。

“下一代CGM产品，我希望做出全世
界最领先的。我们正在研究将人工智能、
机器学习概念引入到动态血糖的数据管
理。血糖是生理上的关键数据，动态血糖
监测每 3 分钟有个数据出来，必然会形成
一个大数据系统。未来，人工智能的电子
医生，将依据我们的实时诊断数据，通过
大数据分析，给患者最靠谱的治疗方案。”
章华始说，CGM 将来不仅可以帮助糖尿
病患者控制血糖，还可以帮助亚健康人群
预防糖尿病。

“病人的需求，就是我努力的方向。”
章华始说，依据病人实际需求推出的一代
代 CGM 产品，会变得更准确、更有效、更
低廉、更便利，国产CGM就会在这样的不
懈追求中，迈上世界一流产品的竞技台。

病人的需求，就是我努力的方向
——记国家“千人计划”创新人才、圣美迪诺公司首席科学家章华始

本报记者 佘惠敏
这个冬天，“月亮姐姐”被爱的阳光温暖着。

11 月 17 日，在山东烟台毓璜顶医院乳腺外科，前
来探望的人挤满了走廊，自发捐款的人排成长队。

“善款已经足够了，真的不用再捐了，留给更需要
的人吧！”病房门口，义工苦口婆心劝说着捐款者。

此刻，大家所关心的，是一个被称作“月亮姐
姐”的普通烟台妇女。

“月亮姐姐”叫许振珊，今年 65 岁。1997
年，丈夫突然因病去世，留下她和身患脑残二级、
肢残三级的儿子。看着身体残疾的儿子，想着道路
坎坷的未来日子，许振珊曾陷入深深的绝望。在最
困难的时候，当地民政部门为她申请了低保，很多
不相识的好心人为她送去了生活费和日用品。逢年
过节，还有义工来陪她聊天、做家务。无数陌生人
伸出的援助之手，使她重新拾起生活的信心。

随后，心怀感恩的许振珊从“受人助”发展到
“去助人”。2006 年，她报名成为一名义工。十年
来，她带着儿子随时、随地做义工。从募捐义演、
义卖捐款、护理来烟台伤员、看护慈善义工林，到
汶川灾区、南方干旱、青海玉树地震，处处都留下
许振珊和儿子身着红马甲的身影。如今，作为烟台
首批五星级义工，许振珊无偿服务时间达到5万多
小时，被评为“全国百名优秀志愿者”。与此同
时，许振珊还一路播撒着爱的种子，将温暖延续，
将大爱传递。经她宣传自愿报名参加志愿者、义工
的市民就有 3400 多人。作为发起人，她还成立了
烟台“月亮姐姐”公益事业发展中心，将众多志愿
者凝聚在一起，帮助孤寡老人、空巢老人、残障患
者解决生活困难。目前，该中心的志愿者已发展到
600多人，与100多个孤寡老人和生活困难户结成
了帮扶对子。

可是，天有不测风云。今年 11 月 12 日，许振
珊被确诊为乳腺癌，11 月 15 日，她接受了肿瘤切
除手术。从住院到手术，已花费近3万元，如果接
受化疗，后期的治疗费用她根本无力承担。无奈之
时，热心人在微信群里发出了求助信息，“‘月亮
姐姐’许振珊患乳腺癌，一起帮她渡过难关”的消
息迅速传开。烟台市民政局、市慈善总会等组织同
时发起捐助。很快，一场好人对好人的救助，温暖
了烟台的这个冬天。

在信息发出后 3 小时里，捐款数额就超过了
10 万元。一天时间内，烟台慈善总会的定向账户
里收到 2.8 万元。曾经被许振珊救助过的招远女孩
张玉兰，和母亲一道主动承担起照顾许振珊儿子姚
俊的重任。

人间有大爱，患难见真情。有烟台市民在微信
中这样留言：“我们每个人都是爱的给予者，也是
爱的接受者。面对这样一位好人，我没有办法选择
忽视和冷漠。”

“月亮姐姐”将爱心撒满了烟台，全体烟台人
也会与她共同承受人生风雨。让“好人有好报”，
是这座城市爱的默契。

好人好报彰显正气
本报记者 王金虎 通讯员 刘新国

河南泌阳县东南部的马谷田镇，属浅山丘陵区，
一条沙河蜿蜒而过，将黄楝沟、叶湾两个村子隔开。

为方便两村村民沟通来往，陈传成与父亲两人
坚持在沙河上义务修桥、护桥，使当地近万村民告别
了蹚水过河的历史。

陈传成自七八岁开始跟随木匠出身的父亲陈德
忠在村里的河上架桥，同时义务修桥、护桥。一座简
易的桥，方便了两个村子的来往，平时村民们走亲
戚、相互拜访都是走陈传成修的桥。

21 年前，81 岁的陈德忠老人去世，他“厚德”护
桥的行动，并没有因此停止。儿子陈传成和儿媳妇
涂相平接上了父亲的班，年年架桥、修桥，他们夫妻
二人因此被村民称为“桥夫妇”。

因为桥都是简易搭建的，没有用水泥固定，因此
需要隔段时间修缮一次。10多年前，连接两村的桥
基本都是陈传成用树桩、木板架起的木板桥。之后，
因大水冲击毁坏，他又用水泥预制板搭就了相对坚
固一些的水泥板桥。

今年秋季收成过后，陈传成趁着农闲时间前往
河南打工，走之前他给妻子布置了任务——每隔三
五天，护桥、固桥一遍。在外地打工，他每次打电话
回家，都会询问妻子桥的情况，还想着靠今年打工挣
的钱，过年回家买水泥，再加固一下桥。

据了解，马谷田镇方圆10里内的过河桥都是陈
传成搭建的。马谷田镇夏季多暴雨，常常会引发山
洪冲毁桥，因此陈传成几乎年年要架桥。他农闲外
出打工时，村子里的桥就由妻子护理。

受父母护桥的影响，陈传成的两个孩子在寒暑
假、双休日也会随父母修桥，干一些力所能及的活。

记者拨通了陈传成的电话，他说：“修桥主要是
因为怕天冷时小孩上学、老人过河不方便。”提到接
班父亲护桥，他说：“从小家里穷，父亲相信善有善
报，多做积德行善的事，就在村里架桥护桥。修桥、
多做好事已经算是我们家的传统了。”

建桥护桥三代接力
本报记者 夏先清 通讯员 杜 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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