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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小喜鹊造新房，小蜜蜂采蜜忙，幸福的生活从哪
里来，要靠劳动来创造。”这首五十年代初的美术片歌曲，寥寥
数语描述出劳动时积极向上、蓬勃乐观的氛围，换个今天最时
髦的词儿描述——“正能量十足”。

这个五一，作为读者的你，无论工作还是休息，无论旅行、
游园、运动、会友还是宅，都在享受劳动带来的正能量。

劳动用一种方式划分可分为专注的劳动、随性的劳动、被
动的劳动，能在劳动中享受幸福的便是专注的劳动。当劳动

者专注时，热爱的感情随之而来，进而创造出各种“奇迹”。本
版的报道记录了一个个劳动者专注的状态、恒久的坚持、灵动
的智慧，他们虽然岗位不同、术业专攻有别，但他们劳动时的
每个瞬间都折射出同样精彩的“劳动者之光”。

见到陈生弟时，他一身白大褂急匆匆地

走来，刚指导完研究生，忙得连茶也没顾得

上喝。

陈生弟被人称为“学院派”“科学家医生

（Scientist doctor）”。虽然肩负瑞金医院党委

副书记的重任，从事行政繁复，陈生弟还是挤

出时间，做科研、搞临床、带教学。“在工作上，

我追求没有最好，只有更好。”三十多年来，他

一直坚持每周出专家门诊、每周查房、每周参

加疑难病例讨论。

提及帕金森病，人们往往就想到了瑞金医

院。实际上，1963年瑞金医院神经内科建立的

时候，神经系统疾病还没有今天这样被重视。

如今，帕金森病是瑞金医院神经内科 4个重点

研究方向之一，更是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

瑞金医院的一张名片。这段跨越中，陈生弟的

名字占有极大分量。从进入神经科工作开始，

陈生弟对着帕金森病科学研究三十年，成为享

誉国内外的专家。如今，他作为第一完成人的

科研项目——帕金森病发病新机制、诊断新标

志、治疗新方法及其临床应用，近日获得了

2012年度上海市科技进步奖一等奖。

用唾液代替脑脊液
探寻“早诊断”易取得标志物

帕金森病被称为“不死的癌症”，病情随

着时间推移而逐渐恶化，虽不致命但却严重

影响着病人的工作能力和生活质量，最典型

的症状是手脚颤抖、行动迟钝，俗称“抖抖

病”。据统计，中国 65 岁以上的老年人口中，

大约有 1.7%的人患有帕金森病。“随着城市人

口老龄化比例不断升高，未来几年中国城市

人口帕金森病防治的形势十分严峻”，作为神

经科医生的陈生弟，对此很是着急，“我最希

望的是所有的患者都能够得到早期明确的诊

断，得到及时规范化的治疗，生活质量得到显

著的改善，能够与常人一样享受幸福的人

生”。

为了这一目标，陈生弟在工作上始终苛

刻严谨，一丝不苟，三十年如一日。

“患病初期的 3—5 年，症状较轻，此时接

受合理规范的治疗，就能有效控制病情。”陈

生弟介绍。“早诊断、早治疗”说起来容易，事

实上却是困难重重。“帕金森病真正的早期表

现即非运动症状是很难被察觉的”，陈生弟坦

言，患者早期出现的一些症状往往与其他普

通疾病的症状没有明显差别，当出现了肢体

颤抖、动作缓慢等易于察觉的运动症状时，患

者的脑部黑质已经发生了不可逆转的病变。

早诊断，就必须找到更为可靠的早期诊

断的生物学新标志！

在欧美国家，医生往往会采用更为直观

的脑脊液作为样本研究早期诊断的生物学标

志物，但由于文化差异，抽取脑脊液在我国近

乎“危言耸听”，没有一定数量的脑脊液，就无

法得到广泛可靠的数据。怎么办？陈生弟找

到了一个同样“忠实”的脑脊液替代物——唾

液。研究发现，与帕金森病发病有关的小分

子蛋白质在唾液中也有显示。

经过 10 多年的研究分析，一个个可以

作为早期诊断的生物学标志物逐渐浮出水

面 ：LRRK2 基 因 G2385R 突 变 、FGF20 和

Lingo2 等基因多态性、外周血淋巴细胞钾通

道 Kir2mRNA 表 达 水 平 异 常 增 高 、多 巴 胺

转运体活性降低、D2 多巴胺受体活性异常

超敏等为早诊断提供了可能性。数据显示，

以陈生弟的诊断标志为依据，在临床上对帕

金森病的诊断准确率高达 95%以上，远超一

般水平。

突破之下，是国际上的肯定。在陈生弟发

表的152篇论文中，SCI收录67篇，发表在Ann

Neurol 等高影响力杂志上，影响因子 283.505

分；被引证1023次，其中SCI引证723次。

对抗药物副作用
探索中药保护治疗作用

“我妈妈六十多岁了，得帕金森病五六

年了”，来自安徽小张带着患病的母亲辗转

数家医院求医问药，却始终不见效果 最后

来到瑞金找到了陈生弟，“经陈医生看后，帮

我妈妈的药调整了一下，比以前吃的药还

少，却把妈妈的病情控制住了，现在已有半

年多了。”

陈生弟对于帕金森病的研究最终要归于

新药的研发以及新的治疗手段。长期以来，

复方左旋多巴一直被誉为治疗帕金森病的

“金标准”，但长期使用不可避免会产生运动

并发症。有没有一种药可以尽可能延缓或减

少药物副作用？追求完美的陈生弟这次“盯”

上了中药。

无意中，陈生弟看到一则关于印度人和

咖喱的报道，原来印度人老年痴呆症低发的

原因竟是咖喱中的姜黄。陈生弟灵机一动，

帕金森病与老年痴呆症在某些发病机制方面

有着相似之处，那姜黄对帕金森病是否也有

功效？在发现发病新机制及潜在治疗新靶点

的基础上，陈生弟探索了若干中药对帕金森

病的保护治疗作用。最终发现，姜黄素，也有

红景天甙和雷公藤 TW397 通过调节有关信

号通路、抑制小胶质细胞活化等对帕金森病

动物模型的保护治疗作用，下一步还需在临

床上进行验证。

用药规范化一直是治疗帕金森病的一

道坎。而陈生弟通过长期研究，积累了大量

的宝贵经验，能否把自己的经验宣传出去，

使更多的病人获益？早在 2006 年，由陈生弟

教授牵头，中华医学会神经病学分会帕金森

病及运动障碍学组制定了首部《中国帕金森

病治疗指南》，并在 2009 年发布了第二版治

疗指南，该指南已在全国 30 多个城市、4000

多名医生中推广，在全国各单位临床上普遍

采用。

“ 凡 大 医 治 病 ，必 当 无 欲 无 求 …… 昼

夜、寒暑、饥渴、疲劳，一心赴救。”35 年的

从 医 过 程 中 ，这 句 话 始 终 激 励 着 陈 生 弟 ，

艰 苦 的 努 力 、长 期 的 积 累 、不 断 的 探 索 始

有今日的成绩，但陈生弟教授却只微微一

笑，“作为一名神经科医生，我越发意识到

前面的道路依然很长，而自己肩上的担子

依然沉重。”

医者本色：“追求没有最好，只有更好”
——访上海市科技进步奖一等奖获得者、瑞金医院党委副书记陈生弟教授

□ 金婉霞 本报记者 王 春

“作为领军人才，一定要在自己专业领域

找准国际瞩目的难点，并向难点进军！”叶定伟

时常这么激励自己。作为上海市领军人才计

划的泌尿肿瘤著名专家，叶定伟带领着复旦大

学附属肿瘤医院泌尿外科在前列腺癌、肾癌、

膀胱癌等传统高发疾病上开创了“金字招牌”，

年手术量 1600 余例，96%为恶性肿瘤，其疗效

达到国际先进。阴茎癌，是叶定伟给自己找的

另一个“难点”。

阴茎癌是累及男性生殖器官的主要恶性肿

瘤，近年来发病率急速提高。既往在国内外都

缺乏系统深入的研究，患者生活质量差、质量效

果不佳、生存率低，是该领域的一大难题。复旦

大学附属肿瘤医院副院长叶定伟教授率领研究

团队苦攻阴茎癌八年，创下累累硕果，其相关研

究内容被欧洲、国际等泌尿外科权威机构引用

为诊治原则和行业标准。他领衔的项目组“阴

茎癌规范化诊疗模式的优化和推广”近日获得

2012年度上海科技进步奖一等奖。

八年“抗战”建立“复旦模型”

阴茎癌逐年高发，而其易导致淋巴结转

移、难治理的特性让缺少相对应规范指导的国

内同行们“望而却步”。“阴茎癌？找叶定伟去

吧！”肿瘤医院一年近百例的阴茎癌患者，几乎

全是其他医院推荐。叶定伟意识到，是时候向

这一“难点”进军了！

等待叶定伟的却是长达八年之久的艰难

“抗战”。国内外没有先例可循，没有资料可供

参考，一切全靠自己摸索。八年里，叶定伟带

领团队“痛苦摸索”，深入开展一系列国际一流

水平的临床和转化研究，率先系统发现阴茎癌

转归的预测指标，揭示肿瘤进展的内在规律。

由其系统性建立指导阴茎癌诊治决策的风险

预测工具——复旦模型，突破了个体化治疗的

瓶颈，首次建立预测淋巴结微转移的整合模

型、评估术后淋巴漏风险的模型，被世界三大

诊断指南作为行业标准广泛接受。

成果一出，国际同行们纷纷惊艳。研究成

果在国际最权威的 SCI发表论文 19篇，国内核

心期刊论文 23篇，累计引用 76次，同期获得一

项专利。相关研究内容被 Faculty1000 和 Na-

ture Review Urology予以重点报道，被欧洲泌

尿外科学会官方网站列为 2011 年阴茎癌首篇

推荐，被国际最著名的“欧洲泌尿外科学会指

南”和“国际泌尿外科学会共识”引用为诊治原

则和行业标准，被克氏泌尿外科学和欧美阴茎

癌教科书作为诊疗要点加以注明，多篇论文成

为国际阴茎癌领域必读文献，“在肿瘤界有了我

们中国人的一席之地！”叶定伟无比自豪。

成果之下，是一大批获益的病患。项目成

果应用于全国 50 余家医院的近 2500 例病人，

显著提高阴茎癌的诊治水平和整体疗效。

优化手段 综合治疗规范化

在根治肿瘤的同时最大程度保证患者的

生活质量却是压在叶定伟心头的一块大石。

最大程度优化阴茎癌的手术治疗手段，叶定伟

根据国人解剖特点对淋巴结清扫手术的层次

和步骤进行全面改进，在国际上首次通过淋巴

结分区送检揭示阴茎癌特定的淋巴转移路径，

将 SPECT/CT 率先用于异位淋巴引流途径现

象，从而确定了淋巴结清扫手术的最佳范围。

使并发症发生率降低 48%，同时率先开展保留

功能的阴茎癌根治术，功能保留率达 95%。“叶

医生医德高尚、医术精湛、外科手术一流。”一

位病友如此评价叶定伟。

叶定伟至今难忘一位南通患者。患上了

阴茎癌的病人四处求医，最终切了肿瘤做了活

检，时隔半年，肿瘤转移至肺部，等到叶定伟再

来诊治的时候，已经回天乏术。“需要规范化

啊！不应该做活检呀！如果再多切一点，再规

范一点也不至于这样！”念及此人，叶定伟扼腕

叹息，“无可挽回的损失啊！”

规范化正是叶定伟极其重视的。“早期处

理不规范，早期的肿瘤就变成了中期，治不下

去了！”早年，叶定伟在美国 MD Anderson 癌

症中心的泌尿外科学习了 2 年多，他坦言“真

正规范化的手术到国外才学会”，得益于此，回

国后，叶定伟毅然建立了和美国 MD Anderson

接轨的手术和综合治疗规范。如今，由叶定伟

主笔的我国唯一一部规范化治疗阴茎癌的专

著已出版。

不同于传统外科医生的“一把刀解决泌尿

科”，叶定伟率先在国内建立起了阴茎癌多学

科综合治疗策略。“对于肿瘤没有完美的治疗

方式，通过多学科综合讨论，达成一个最有益、

最合适于患者的治疗方案，用效果来说话”，叶

定伟介绍说，传统意义上，患者一个一个科目

跑至少需要两个礼拜，而通过这种十二个综合

团队同时开展“一站式”的服务模式，一至两天

的时间里，患者即可获得最佳治疗方案。事实

证明，叶定伟在前期工作基础上，率先建立的

阴茎癌多学科综合治疗策略，对难治性局部晚

期阴茎癌采用新辅助化疗，显著提高了手术切

除率。其针对性的药物使得晚期患者化疗耐

药后的反应率从 10%提高至 17%，同时并发症

发生率从 54%降低至 28%。

从 2002 年建立团队至今十年时间里，在

他的带领下，肿瘤医院对阴茎癌、前列腺癌、膀

胱癌和肾癌等常见泌尿系肿瘤的诊治疗效达

到国际先进，相关研究获多项殊荣。

“有时候病患特地从外地赶来，老师顾不

上吃口饭、喝口水，给他们加号看病。”在学生

朱耀博士的眼里，叶定伟“胆大心细，关怀病

人，是我们学习的楷模”。

让中国标准写进世界肿瘤指南
——访上海市科技进步奖一等奖获得者、肿瘤医院叶定伟教授

□ 金婉霞 本报记者 王 春

4 月 24 日上午，温暖的阳光照射着博斯

腾湖西岸边的新疆兵团第二师二十五团无垠

的大地上。

在 8支 8农条田里，兵团劳动模范职工党

员张开文正在补辣椒苗。“前几天一场春雨，

有些辣椒苗被碱死了，今天大棚忙活完了，我

就和妻子一起来地里补补苗。”张开文说。

张开文原是二十五团 1 连的一名副连

长，2002 年，团场推行费用自理、土地长期

固定承包政策，他辞去副连长职务，回到 9

连承包了 400 余亩土地，成为全团第一个交

钱 种 地 的 人 。 经 过 10 年 的 努 力 和 辛 勤 耕

耘，他获得了丰厚的回报，成了团场典型的

致富带头人，先后多次评为团场和师市“五

好职工”和“优秀共产党员”，并被评为兵团

劳动模范。

团党委的政策，要有人带头执行

2011 年，为调整产业结构，二十五团按

照“团场出资建棚、职工承包管理、产品统

一销售、收益归属职工”的原则，出资 5600

余万元，修建了 791 座大棚，以“田+棚”的

方式，引导职工在种植好大田作物的同时，

发展设施农业，实现多元增收目标。开始

一些职工对这一政策缺乏认识，总觉得增

加了自己的负担。张开文在听完团场政策

宣讲组宣讲后，第一个向连队交纳了 6 万多

元 的 费 用 ，承 包 种 植 了 4 座 葡 萄 大 棚 。 他

说：“团党委的各项政策在实施中总得要有

人带头执行，我是一名党员就应该要做好

示范带动作用。”在他的影响下，连队有 46

人先后承包种植了大棚。

新技术推广运用，我要率先示范

近年随着科技兴农的春风吹遍兵团各团

场大地，此时的张开文也总是站在潮头，领先

使用新品种、新技术。

2010年，团场推行水稻育秧插秧新技术，

因这项新技术比常规种植方式投入大，承包种

植水稻的职工都等待观望，不敢试种。张开文

找来激光平地仪，把 125亩土地整理的平平展

展，5 月 10 日，他在全团第一个进行了水稻插

秧种植。在他的精心管理下，125亩稻田成了

团场和师市农业观摩样板田，当年他也获得了

大丰收，单产达到 700 公斤，收入近 10 万元。

经过这一年的生产实践证明：水稻育秧插秧不

但在二十五团试种成功，而且产量和效益都比

常规种植提高了很多，见此情景，第二年，承包

种植水稻的职工也都纷纷实行育秧插秧种

植。连队职工都说：“种地跟着张开文学准没

错，只要他咋干咱就咋干，保证能有好收成。”

别人有困难，要帮一把

靠勤劳致富后，张开文始终不忘那些贫

困职工。他常说：“一人富不算富，大家富才

叫富。”

2012年，连队职工崔保柱家庭因妻子多年

身患疾病，家境困难，春播时无资金购买生产

资料，眼看就要耽误了农时，张开文了解情况

后，就主动拿着1万元人民币钱来到崔保柱家，

让他购买生产资料，及时进行播种。田管时，

他还经常抽空到崔保柱承包的地里，为他传授

田管技术。在张开文的帮助下，当年，崔保柱

就获得了 7000 多元的收入，家境状况也有所

好转。职工王作俊在张开文的帮扶下，也走上

了致富路，被团场评为“五好职工”。

我要率先示范新技术
——记兵团劳动模范张开文

□ 本报通讯员 孙安久 本报记者 朱 彤

一个工具包，一把手电，在大山深处的铁

轨上巡道 32 年，发现钢轨夹板裂纹 1100 多

块、钢轨夹板折断 38块，重伤钢轨 64根、重伤

道岔 19个；用坏了 43个巡道包，磨破了 120多

双鞋，走过的路加起来超过了 14.4万公里，可

以绕地球三圈半，没有发生一起责任事故。

这个记录是乌鲁木齐铁路局库尔勒工务段

国光线路车间的巡道工阿木提·依明创造的。

1981 年，南疆铁路吐鲁番至库尔勒分段

开通临时运营，结束了新疆南疆不通火车的

历史。这一年，21岁的阿木提·依明成了南疆

铁路的第一批巡道工，在海拔 2000 米的国光

养路工区负责的 20 公里的线路上巡道，一干

就是 32年。

2012 年 10 月初的一天，他在国光站内正

线 2 道发现下行左股外侧夹板折断，如不及

时处理，后果不可设想，他立即通知国光车

站，经局调度下令封闭了线路，及时更换了重

伤夹板，避免了一起可能发生的事故。

有一次，他发现线路钢轨上一螺栓伤损，

立即向工班长报告，因工班长当时忙于别的

生产任务，他连着三次提醒工班长直至更换

完毕。他巡道认真在全段是出了名的，32 年

在线路上捡到的东西不计其数，每次巡道捡

到的东西及时上交。

53 岁阿木提·依明告诉我们：“再过几年

就要退休了，退休后的梦想就是走出大山，坐

火车到全国各地转转，闲暇时看看自己留下

的工作日志，也算是一种精神寄托。”

虽然没有豪言壮语，但是他在工友们眼

里是最棒的，200 多本工作日志，密密麻麻记

录了他 32 年来发现和处理的各种故障，他用

坚实的脚步，记录着他巡过的每一寸钢轨，也

丈量着他“劳动光荣”的平凡人生。

32 年磨破 120 多双鞋
——记大山深处的巡道工阿木提

□ 李东升 本报记者 朱 彤

4月30日，李刚在创新工作室进行电气测试。由“劳动模范”转向“创新型人才”的李刚们，
在天津还有很多。据介绍，目前天津市已创建劳模创新工作室280个，涉及制造、规划设计、科
研教育等多个领域，为劳模和职工群众搭建了锐意创新和展示才能的平台。 新华社发

“按照我说的方法种，保证你们今年每亩

至少增产 50 公斤。”4 月 22 日，石阡县本庄镇

乐桥村旱育秧地头，贵州省农科院副院长周

维佳研究员在进行“种三产四”水稻高产示范

工程现场培训时，详细讲解了他多年研究成

功的杂交水稻精确定量“五·五”栽培技术。

为确保与全国同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目标任务实现，贵州省委组织省属各部门

成立工作队驻村入户，围绕当地经济社会

发展和产业需求，发挥各自优势开展帮扶

工作。根据安排，贵州省农科院负责联系

石阡县，并且是 2013 年省直帮联驻和党建

扶贫工作队长单位，周维佳正是今年的工

作队长。

周维佳告诉记者，他们根据石阡县地处

武陵山贫困山区的经济社会发展实际，结合

省农科院的技术和人才优势，制定了详尽的

工作计划，围绕当地特色优势产业，重点从

完善产业发展规划，抓相关农业先进实用技

术的试验示范和推广入手，通过扎扎实实的

技术培训指导，以点带面，逐步调整农业产

业结构，引导农户走上依靠农业科学技术发

展农业产业化。

4 月 20—22 日，贵州省农科院“博硕专家

服务团”和同步小康驻村（党建扶贫）工作队

一行 14位博士、硕士和专家，重点针对石阡县

3 月 22 日遭受冰雹灾害的石阡苔茶、桃子、蔬

菜等产业，在五德、白沙、龙井、石固、花桥、龙

塘、本庄等部份乡镇进行了为期 3 天现场培

训。专家们对县乡农技人员、基层干部和相

关作物种植大户、科技示范户及农户 900 余

人，开展灾后施肥、病虫和杂草防治等管护方

面的技术培训；同时正值春耕春播时节，对今

年的水稻、玉米、高梁、中药材等作物的栽培

管理，也进行了相关技术培训。

据了解，近年来石阡县重点打造的支柱

产业之一——石阡苔茶，是当地各族茶农长

期栽培选育形成的一个地方优良品种，具有

抗逆性和适应性强，芳香物质含量丰富，栗香

持久，滋味醇厚，富含锌、硒、钾等有益物质的

特点和优势。

周维佳说，他们帮扶期间将重点围绕石

阡县的有机苔茶基地建设，推广应用茶叶有

机化加工技术，帮助建立标准化茶叶精深加

工厂等，特别为打造龙塘龙井万亩有机苔茶

高效示范园区提供技术支撑。专家们将在茶

树种苗选择与繁育技术、标准化茶园规划建

设技术、茶树绿色优质高效栽培技术、主要病

虫害防控技术、优质茶机械化采摘综合配套

技术、主要茶类加工技术等给予技术支持。

目前，该院省茶叶研究所的专家们，正协助编

制石阡有机苔茶示范区规划，同时在龙井乡、

龙塘镇等，示范实施石阡苔茶幼龄茶园黑膜

覆盖高效间（套）作技术。

驻村入户战冰雹教管护
——贵州省农科院“博硕专家服务团”助推石阡农业产业发展

□ 本报记者 刘志强

天山脚下，李永香从立春忙到现在，每天

都要到她承包的冬麦田里查看苗青。她热爱

土地、爱琢磨。她说,种植小麦处处都要抢前

抓早，严把农时关。要注意抓农闲、备床土、

秋做床；早扣棚，提高地温，确保苗齐苗壮提

质增效。

李永香是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一师四团

12 连女职工，她 2012 年获评农业部 2012 年

500名全国种粮大户称号，成了新疆兵团女职

工从土地掘金跻身全国种粮 500强的第一人。

她始终坚持科学种田，不断增加小麦种

植的科技含量，在粮食种植生产中按照绿色

优质小麦高产栽培技术模式，全面积、全过程

实行标准化、规范化管理，同时严格按照农时

标准，夺取了粮食的优质、稳产、高产。

2012 年，李永香种植 74 亩小麦，依靠科

技种田，单产达到 600.23 公斤，纯收益 22800

元。以单产高、总产稳获了全国 2012 年全国

种粮大户称号。这是她的成绩，也是她的骄

傲。在成绩背后，却有着不平凡的人生。

谈到种植小麦，李永香掩饰不住丰收的

喜悦，她说：“我种植小麦，不懂的地方就问，

经常请教农业科和连队技术人员，在肥料上

也舍得投入，这次能达到 600 公斤的亩产，增

加了我种田的信心”。

成为新疆兵团种粮女状元，她的唯一“秘

笈”就是多读书，学科技。自从有了农家书

屋，她便成了书屋的忠实读者。

“去年 3 月底的一次倒春寒，使小麦遭受

到低温冻害。冻害发生后，我及时用喷施叶

面肥和提前浇抽穗扬花水等补救工作，将灾

害损失降到最低程度。同时，学习春季小麦

病虫害防治、除草、追肥等方面的知识，开展

春季麦田肥水、化控等管理工作。那时，农技

人员还深入田间地头，现场指导我适时浇水、

追施返青肥、防治病虫害和麦田化学除草，真

的很累。”李永香说。

20年间，经过李永香和丈夫的辛勤耕耘，

她们的家逐渐殷实起来，不仅出资 12 万元购

买了大马力机车及农机具、出资 28 万元租赁

承包了 520 亩土地、80 亩吊干杏园，还饲养了

奶牛、羔羊等。

在四团的土地上，为了丰收，李永香默默

耕耘、播种、收获着。李永香耕耘的是钟情的

沃土，播种的是执着的追求，收获的是人生的

价值。

种 小 麦 要 抢 前 抓 早
——记新疆兵团种粮女状元李永香

□ 本报通讯员 张万成 本报记者 朱 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