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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协和医院妇产科北京协和医院妇产科
主任朱兰在手术室工作主任朱兰在手术室工作。。

新华社发新华社发

致敬致敬““白衣战士白衣战士””！！20242024年年““最美医生最美医生””发布发布
生命至上

书写大医精诚

作为我国女性盆底疾病诊治研究的开拓者之一，北京协和医院妇产科主任朱兰
通过改良手术技术、降低手术费用，让患者的“难言之隐”变得可防可治。

“当医生就是为了解决患者的问题。”躬耕医圃近 40载，朱兰长期坚守在临床、教
学和科研第一线，带领团队使我国盆底学及女性生殖道畸形诊治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以大爱托举生命，接力护佑人民健康。
从 2016 年主动请缨参加“组团式”医疗援藏工作起，藏区群众的健康，时刻挂在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儿童医学中心副主任侯新琳的心头。
首次在当地实现新生儿振幅整合脑电图、脑组织氧饱和监测，普遍开展颅脑超声

的床旁监测，全面推动新生儿神经重症监护团队建设……援藏期间，侯新琳像“蜂鸟”
时刻扇动翅膀一样，始终用爱和责任护佑新生命启航。

从事感染医疗半个多世纪，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感染科终身教授翁心华，被称
为与病毒过招的“福尔摩斯”。曾有一名 17岁女孩，入院后被诊断为腹膜炎，但抗感染
治疗效果并不理想。翁心华前来查房，仔细询问病史并对病人进行全面检查后，确诊
为腹型红斑狼疮。调整疗法后，病人体温很快降至正常，腹痛、腹水也随之消失。

“一个好医生要去发现病人不为人所注意的异常。”翁心华的“秘籍”是从蛛丝马
迹中寻找答案。“高科技时代，医生的基本功不能偏废。扎实的问诊、广博的知识、严谨
的临床思维逻辑，永远是医生最好的‘武器’。”

一颗心脏，连接着患者健康和一个家庭的幸福。天津市胸科医院心外科主任医师
姜楠以慧心巧手，守护着患者的“心健康”。

填补天津市微创心脏外科领域技术空白，提高当地主动脉夹层疾病的救治率和
治愈率；带领心外科联合急诊科、心内科成立天津市首家胸痛中心……从“小姜”变成

“老姜”，30余年来，姜楠累计手术量逾万例，也带出一支心血管外科的优秀队伍。

初心如磐
增进人民健康福祉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阿勒泰地区福海县，一匹枣红马驮着一个背着药箱的瘦长身
影，这是当地医生毛里夏里甫·哈帕的出诊日常。

送诊牧区，走遍福海县的每一个自然村，熟悉每一顶毡房。在毛里夏里甫·哈帕心里，
救死扶伤事业没有终点，直至现在已退休多年，他仍执着地在乡村巡诊。

“善待每个患者，只为解除疾病的苦痛，只求有助患者的健康”，是云南省大理白族
自治州宾川县中医医院名誉院长、副主任医师李伯藩毕生的追求。

每天坚持义诊近 10 个小时，简朴的诊室内外挤满了天南海北的求医问药患者；在学
生的帮助下，利用网络进行辅助诊疗……退休 18年来，李伯藩仍然坚持在门诊一线。

中晚期肿瘤病人的治疗，是医学界面临的难题。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岭南肿瘤
研究所所长林丽珠在从医 30多载的历程中，迎难而上，与“死神”争时间、抢速度。

“蜡烛燃烧自己，却能为他人提供光明和温暖。”她说，“当医生就要像蜡烛一样，为他人带去
健康和希望。”

伴随人口老龄化程度加深，老年护理服务有着更加多样化的需求。
一支支老年护理团队，有的在医疗机构提供常见病、多发病护理，有的将服务延伸至社区和家

庭，有的在养老机构为失能或高龄老年人提供生活照护，还有的为终末期老年患者提供安宁疗护服务。
以邓宝凤、白姣姣、刘荣荣等为代表，他们同样是 2024年“最美医生”称号获得者。

秉承优良传统，“最美医生”们以对生命负责的坚守，不断为增进人民健康福祉作出新贡献。 据新华社

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
总书记关于卫生健康工作的
重要论述，大力营造尊医重
卫的良好社会氛围，广泛凝
聚建设健康中国的力量，更
好保障人民健康，在“中国医
师节”到来之际，中央宣传
部、国家卫生健康委向全社
会公开发布了 2024 年“最
美医生”。

朱兰、姜楠、陈静、翁心
华、余家军、林丽珠、邓桂芳、
李伯藩、侯新琳、毛里夏里
甫·哈帕10名个人和活跃在
全国各地的老年护理团队光
荣入选。他们坚持人民至上、
生命至上，以仁心仁术为人
民健康服务，有的致力于推

动医学科技创新，长期奋战
在医学科研第一线；有的专
注于发挥中医药防病治病独
特优势，积极促进中医药传
承发展；有的投身于妇女儿
童健康事业，以精湛的医术、
优质的服务增进妇儿健康福
祉；有的扎根于农村社区服
务农民健康，用无私的奉献
夯实基层医疗卫生网底；有
的立足于鼠疫防控工作岗
位，以敬业的态度筑牢公共
卫生安全防线；有的倾情于
老年护理工作，全心全意关
爱照护老年患者……敬佑生
命，甘于奉献，他们是我国超
1400万名医疗卫生工作者
的缩影。

勇担使命
当好健康“守门人”

一人一船，“挑”起一个村子 200多名村民的健康重担。
安徽省六安市金寨县麻埠镇齐山村海岛卫生站，乡村医

生余家军将一条渔船改造成简易诊所，20 多年坚持为村民送
医问诊。

2017年夏天，余家军一度连续 20多天驾船上门为一名重
症病患治疗，十多里的水路一天要跑两趟。“军子在，我们安心
啊！”村民们打心眼里感谢他。

平凡的“英雄”，温暖着百姓。
“邓护士来啦！”在广西壮族自治区钦州市钦北区小董镇，

一抹白色身影穿梭在乡野村头。她是乡亲们再熟悉不过的“白
衣天使”邓桂芳。

吃住在卫生院，手机 24小时待命，“生命热线”不中断……
邓桂芳总在琢磨着如何让村民们“小病不出乡镇”。听到乡亲们
感慨“村里镇上看病条件越来越好”，邓桂芳欣慰极了：“再多的
艰辛也值得！”

从抗击疫情到防控鼠疫，内蒙古自治区二连浩特市疾病预防
和控制中心微生物实验室检验员陈静一次次逆行而上，践行着“疾
控战士”的职责担当。

作为新时代的青年疾控人，陈静和团队不仅升级了实验室，还引
入核酸检测、基因测序等技术，提升了鼠疫病原体的检测效率与准确
性。“我会一直坚守在距离病毒最近的地方，做一名经得起‘检验’的检
验人。”她立下志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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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造了多项世界纪录，产出一批世界级原创成果

中国科学家成为国际青藏高原研究排头兵
据新华社拉萨8月19日电 中国科

学院院士、第二次青藏科考队队长姚檀栋
18 日 在 拉 萨 表 示 ，第 二 次 青 藏 科 考 自
2017 年启动以来，科考过程创造了多项
世界纪录，产出一批世界级原创成果，推
动我国青藏高原地球系统研究成为国际
青藏高原研究的排头兵。

第二次青藏科考开展七年来，全体科

考队员聚焦青藏高原生态环境保护和高
质量发展战略，瞄准青藏高原地球系统科
学国际前沿，充分发挥科考队国家战略科
技力量建制化优势，持续开展覆盖青藏高
原五大综合区内 19个关键区的全域科考。

在科考过程中，科考队员首次在海拔
8830 米架设了世界上海拔最高的自动气
象站并持续运行；首次利用国内自主研发

的先进仪器获得了珠峰地区地面到上空
39 千米的臭氧浓度及温度、湿度、风速与
风向的垂直变化；首次利用浮空艇创造了
9050 米世界最高海拔环境要素综合观测
纪录……创造了多项科考世界纪录。

在科考成果上，姚檀栋介绍，截至目
前第二次青藏科考已经取得了亚洲水塔
变化与影响、“碳汇”功能和潜力、生态系

统与生物多样性变化、人类高原适应与
绿色发展、高原隆升效应等世界级原创
成果。

姚檀栋说，第二次青藏科考实现了
青藏高原研究的科学引领、队伍引领、平
台引领和话语引领，推动我国青藏高原
地球系统研究成为国际青藏高原研究的
排头兵。

超3000个新物种
在第二次青藏科考中被发现

据新华社拉萨8月19日电 记者 19
日在拉萨举行的第二次青藏科考成果发布
会上获悉，自 2017年启动第二次青藏科考
以来，科考队员已发现新物种超过 3000
个，在生物多样性研究方面取得显著成果。

中国科学院院士、第二次青藏科考队
队长姚檀栋说，青藏高原是我国乃至亚洲
重要的生态安全屏障和全球生物多样性
的热点地区。这次科考通过对青藏高原薄

弱与关键区域大量野外考察，已发现了墨
脱四照花、察隅链蛇等 3000 多个新物种，
其中包括动物新物种 205 个，植物新物种
388个，微生物新物种 2593个。

科考还发现，曾一度被认为灭绝的枯
鲁杜鹃、墨脱百合、贡山绿绒蒿等植物，再
次回归人们的视野；雪豹、云豹、孟加拉
虎、豺等珍稀动物的身影也在野外镜头中
频繁出现。

“亚洲水塔”储水量
相当于黄河200年径流总量

据新华社拉萨 8 月 19 日电 第
二次青藏科考研究发现，有“亚洲水塔”
之称的青藏高原，每年的水汽净输入
量超过 1 万亿立方米，储水量通过季风
和西风两大环流的水汽输送，保持动
态增长。

中国科学院院士、第二次青藏科考
队队长姚檀栋 18 日在拉萨举行的第二
次青藏科考成果发布会上，介绍了这一

研究发现。姚檀栋说，目前青藏高原地
表总储水量超过 10万亿立方米，相当于
黄河 200年的径流总量。

发布会公布的科考成果显示，在全
球变暖影响下，青藏高原冰川、积雪等
固态水体快速减少，而湖泊、河流等液
态水体广泛增加。相关专家建议，今后
应进一步加强研究这些变化对水资源
和水安全以及生态环境等方面的影响。

新研究：

灭绝恐龙的小行星
来自外太阳系

据新华社北京8月19日电 一个国际研究团队日前在美
国《科学》杂志发表论文说，通过对墨西哥希克苏鲁伯地区沉积
物的分析，他们认为约 6600万年前撞击地球并导致非鸟类恐龙
灭绝的物体是一颗来自外太阳系的碳质小行星。

此前研究普遍认为，希克苏鲁伯地区遭受撞击和相应的地
球环境变化，导致了一次生物大灭绝，其中包括非鸟类恐龙的灭
绝。但对于撞击物的性质还有诸多未解之处。

德国科隆大学等机构研究人员在希克苏鲁伯陨石坑的 3个
点位进行岩石取样。检测结果显示，样本中富含铱、钌、铂等金属
元素。这些金属元素在地球上很罕见，但在小行星上十分常见。
在分析钌同位素比例的过程中，研究人员发现了关于撞击物来
源的线索。

钌有 7 种稳定同位素，在不同来源的天体中具有不同的混
合特征。通过将样本数据与过去 35 亿年间其他 8 个撞击点的岩
石样本进行比较分析，研究团队发现希克苏鲁伯撞击点遗留的
钌同位素特征与来自内太阳系的硅质小行星并不匹配，而与来
自外太阳系的碳质小行星非常匹配。

曾有观点认为，撞击物是一颗在太阳引力作用下解体的彗
星的一部分。但进行本次研究的团队认为，彗星碎片的钌同位素
数据与撞击点的特征并不相符。

足坛腐败 又判两人
据新华社武汉8月19日电 8月 19日上午，湖北省荆州市

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公开宣判中国足球协会原副主席李毓毅受贿
一案，对被告人李毓毅以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一年，并处罚金
人民币一百万元；对其受贿所得财物依法予以追缴，上缴国库。

8月 19 日上午，湖北省嘉鱼县人民法院一审公开宣判武汉
市足球运动管理中心原主任、武汉市足球协会原常务副会长、
秘书长付翔贪污、受贿、行贿、单位行贿一案，对被告人付翔以
贪污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二十万元，以受贿
罪判处有期徒刑八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九十万元，以行贿罪判
处有期徒刑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二十万元，以单位行贿罪判
处有期徒刑二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十万元，决定执行有期徒刑
十一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一百四十万元；对其贪污所得依法追
缴，返还被害单位，对其受贿所得财物依法予以追缴，上缴国
库，不足部分继续追缴。

两部门预拨1.15亿元
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

据新华社北京8月 19日电 记者 19 日从财政部了解到，
针对 8 月份以来内蒙古中东部、东北、西北地区东部遭遇的暴
雨洪涝灾害，财政部、应急管理部预拨 1.15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
灾资金，支持内蒙古、黑龙江、陕西、甘肃、宁夏 5 省（区）开展应
急抢险救灾工作，重点用于搜救转移受灾人员、排危除险等应急
处置、开展次生灾害隐患排查等，最大限度降低灾害损失。

此外，水利部副部长王宝恩 19 日表示，“七下八上”防汛关
键期（7月 16日至 8月 15日）已经结束，目前我国仍处于主汛期，
防汛形势依然复杂严峻。

大芦村：
耕读传家四百年

广西钦州市灵山县佛子镇大芦村以“古建
筑、古楹联、古树”三古著称。

大芦村有完好的明清建筑群，古建筑群面积
达 25 万平方米。古宅融合自然，依山傍水而建，
形成“背靠青山面朝绿水”的居住环境。古宅多为
砖木结构，设计独特，兼具实用与美观，保存有传
世楹联 305副，内容以修身、持家等为主。

大芦村以劳姓人口占主导。劳氏始祖明嘉靖
年间定居于此，至今已传十九代，历经 470余年，
形成独特的耕读传家文化。该村于 2012 年被列
入第一批中国传统村落名录。

图为8月 15日人们在大芦村镬耳楼参观（无
人机照片）。

新华社记者 周华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