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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记者张泉、余俊杰

　　这是翻天覆地的历史
巨变！
　　从“一穷二白”到成为世
界上具有重要影响力的科技
大国，从文盲率 80% 到教育
水平跃居世界中上行列。
　　 70 余年来，中国共产
党领导新中国科教事业发展
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为全
面建成小康社会提供了源源
不断的创新动力。
　　新起点上，向“高水平科
技自立自强”进军的号角已
经吹响，我国科教事业将继
续砥砺前行，为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凝聚起磅礴的创新
力量。

国之重托

为科技突破标定方向

　　 2021 年 6 月 17 日，巨
焰腾起，神舟十二号载人飞
船成功发射，中国人首次进
入自己的空间站。中华民族
的飞天征程，站在了新的起
点上。
　　经过近 30 年独立自主
发展和接续奋斗，中国已圆
满完成载人航天工程“三步
走”发展战略第一步、第二步
全部既定任务，正向着建造
空间站、建成国家太空实验
室进发。
　　这是新中国科技创新发
展成就的缩影。
　　新中国成立时，科技基础
近乎为零，专门的科学研究机
构仅有 30 多个，几乎没有大
型科研仪器设备。随着新中国
吹响“向科学进军”的号角，我
国攻克一个又一个科技难关，
成为复兴之路上的重要支撑。
　　从“两弹一星”到核潜艇，
从青蒿素到杂交水稻，我国科
技创新始终聚焦国家和人民
需要，筑起国家安全、人民健
康的坚实屏障。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

科技创新取得新的历史性成就，“嫦娥”奔月、“天问”探火，
500 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首次发现毫秒脉冲星，新一代“人
造太阳”首次放电，在量子信息、干细胞、脑科学等前沿方向上
取得一批重大原创成果……我国科技实力正从量的积累迈向
质的飞跃、从点的突破迈向系统能力提升。
　　从“科学的春天”到“创新的春天”，从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
国战略再到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从自主创新到实现高水平科技自
立自强……党中央牢牢把握着我国科技创新发展的正确方向。
　　“十三五”期间，我国全社会研发经费支出从 1.42 万亿元
增长到 2.44 万亿元，研发投入强度从 2.06% 增长到 2.4% ，
位居世界第二，超过欧盟最发达的 15 国平均水平。截至
2020 年底，国内（不含港澳台）发明专利有效量 221.3 万件，
每万人口发明专利拥有量达到 15.8 件。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发布的全球创新指数显示，我国创新
能力综合排名从 2015 年的第 29 位跃升至 2020 年的第 14
位，是前 30 位中唯一的中等收入经济体。
　　科技创新成果的加速应用为经济社会发展打造出全新引擎，
北斗导航卫星全球组网，5G 规模化应用，人工智能技术等加快应
用，高新技术企业突破 20 万家……形成高质量发展的“新动能”。
　　“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民生生态改善、国家安全保障等对科
技的需求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重要而迫切。”科技部部长王志刚
说，新征程上，我们将坚持“四个面向”，强化战略科技力量，进一
步提高科技对经济、产业、社会、安全等全方位的支撑引领能力。

民之所盼 让教育强国稳步推进

　　国将兴，必贵师而重傅。
　　“我们用了二十多年时间，走完了发达国家上百年的义务
教育普及之路。我们用了十几年时间，实现了高等教育从精英
化到大众化的跨越。”教育部部长陈宝生说。
　　新中国成立之初，教育水平低，人口文化素质差，小学净
入学率和初中毛入学率分别为 20% 和 3%，高校在校生仅有
11.7 万人，全国 80% 的人口是文盲。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教育事业攻坚克难，建立了世界上
规模最大的教育体系。2020 年，各级各类学校 53.71 万所，比
1949 年增加 18.5 万所；在校生 2.89 亿人，是 1949 年的 7.3 倍。
　　 2012 年至 2020 年，我国教育经费从 28655 亿元增至 53014
亿元，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从 23148 亿元增至 42891 亿元。
　　教育事业的长足发展，保障了亿万人民群众受教育的权
利，有效提升了全民族的科技文化素质，培养了数以亿计的高
素质劳动者和技术技能人才。
　　教育是民生大事，须筑牢公平之基。
　　云南省澜沧拉祜族自治县木戛乡哈卜吗村小学，多年前，
教室用木桩做墙、糊上泥巴挡风。如今，教室宽敞明亮，上课用
电子白板等多媒体教学设备，图书室有 3500 册各类图书。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在实现教育公平方面加大力度，向农
村倾斜、向困难群体倾斜、向少数民族倾斜、向贫困地区倾斜。
　　“十三五”期间，全国 23 个省份、95.3% 的县级单位实现义
务教育基本均衡发展，全国义务教育阶段建档立卡辍学学生实
现“动态清零”；覆盖全学段的学生资助政策体系累计资助贫困
学生 3.91 亿人次、资助金额达 7739 亿元。
　　创新之要，
唯在得人。
 (下转 6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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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社北京 7 月 14 日电（记者田晓
航）在战火中同白求恩并肩战斗救治伤员，
50 年完成 1.5 万多例胸外科手术，为寻找
针刺麻醉最佳穴位不惜在自己身上扎针试
验……“七一勋章”获得者辛育龄的百岁人
生充满传奇。
　　他是我国胸外科事业的拓荒勇士，又
是人民健康的忠诚卫士。做白求恩式的医
生是他一生的追求。“只要我一息尚存，就
要多救治一个病人！”

择一事，终一生

　　【从医志在战火中萌芽】
　　辛育龄的从医选择，与白求恩有着不解
之缘。1921 年，恰是中国共产党诞生的那
一年，辛育龄出生于河北省高阳县。抗战之
初，战地医务人员匮乏，十几岁的辛育龄被
抽调去冀中军区卫生部学医。1939 年，他
被派往白求恩医疗队担任司药。
　　由于遭遇敌人残酷扫荡和严密封锁，
转移到白洋淀的医疗队仅有的食物藕和鱼
虾，因缺盐而难以下咽。担心白求恩的健
康，经请示党支部书记，辛育龄拿出药箱里
的一点精盐，给白大夫做鱼用。不料，白求
恩大发雷霆，严肃批评他违反纪律。
　　“红小鬼”被深深震撼：白求恩把伤员
的生命和健康，看得远比自己重要。
　　“前进一步，就能多救一批伤员！”不听
劝的白大夫，无数次在战火纷飞的前线，坚
持为伤员做完手术。
　　耳濡目染下，辛育龄萌生了学医报国的
念头。1939 年 7 月，他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
　　从上山采药制成抗疟药片、研制出治
疗疥疮的皮肤擦剂软膏解除战士疾苦，到
报考党创办的中国医科大学、毕业后成为
一名外科大夫，辛育龄在战火中走上医学
道路，这一干就是一辈子。
　　【从“近乎空白”到“遍地开花”】
　　百废待兴的新中国，医疗卫生事业艰
难起步，胸外科几乎一片空白。
　　 1956 年，辛育龄从苏联获得医学副
博士学位回国后，一个能够改变人生际遇
的机会向他招手：留在部队可以当军官，专
门接诊军队病员。但他一心想为更多病人
做手术，便毅然选择了到位于北京通州的
中央结核病研究所工作，组建胸外科。
　　从 1958 年到 1980 年，他牵头举办培训
班，为全国培养出 1000 余名胸外科技术骨
干。他还经常亲赴各地帮助胸外科医师做手
术，指导 40 多所医院建立了胸外科。1954
年到 2004 年间，他共完成胸外科手术 1.5

万多例！
　　一个医、教、研合一的胸外科体系逐步
成型，一所中西医结合的现代化医院———
中日友好医院，也在首任院长辛育龄的主
持下成功筹建。

“医学事业是我的命”

　　【一根针麻醉的“神话”】
　　要让曾经几乎空白的胸外科迎头赶
上，他日夜思索着一切减少患者痛苦的方
法，向各种“未知”发起挑战。
　　有人说开胸手术创伤太大，不适宜做
针刺麻醉。为了探明效果，辛育龄竟在针麻
状态下实施自己的急性阑尾炎手术！
　　胸部手术需扎 16 针，由 4 个大夫在术
中不停地捻动。“这么复杂的操作，如何能
够推广？”辛育龄用镊子夹自己的皮肤，运
用优选法对每个穴位进行痛阈测试，终于
在前臂外侧找到了镇痛效果最好的穴位。
　　 1970 年，辛育龄主刀实施了首例运
用一根针针刺麻醉下肺切除手术，震惊了
针麻界。
　　 1972 年时任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特
别要求参观这一手术。访华团成员不敢相
信自己的眼睛：全身麻醉需要两三个小时
才能完成的手术，辛育龄用了 72 分钟就干
净利落地完成了，而且病人全程神志清醒，
平静自如。
　　辛育龄先后做了 1400 多例针麻肺切除
手术，成功率高达 98%。针麻手术推动了我
国针灸镇痛原理的研究工作，为中国针灸疗
法走向世界奠定了基础。
　　【“土专家”走在“最前沿”】
　　条件艰苦，设施不足……辛育龄深知，

落后就要挨打，“井底之蛙”做不得！
　　在中央结核病研究所工作的 26 年
中，辛育龄很少回家，成了一名“住院医”。
他拼命钻研，累到浮肿也不闲下来。
　　上世纪 70 年代，肺移植手术刚刚起步，
很少有国家从事这方面研究。1979 年，辛育
龄在国内率先开展了两例人体肺移植手术。
　　“当时，全世界也只做了 42 例。”在辛
育龄身边学习工作了 29 年的中日友好医
院胸外科原主任刘德若说，辛老没参加过
任何这方面的进修学习，完全是靠自己实
验研究取得的成果。
　　如今，中日友好医院已迈入世界八大
肺移植中心行列，每年肺移植超过 100 例。
刘德若不胜感慨：这与辛老奠定的基础分
不开，更凸显了他超强的创新精神和前
瞻性。
　　像一个不知疲倦的陀螺，辛育龄搞创
新几乎到了入迷的程度。
　　 68 岁时，他又同瑞典科学家合作创
造了电化学（直流电）治疗肿瘤的新技术，
不开刀就能局部杀灭肿瘤细胞。全国超万
例肿瘤患者接受了这项治疗，有效率达
65% 至 85%。这项技术也推动了后来放疗
技术和消融技术的研究和发展。
　　获国家级科技奖 8 次，获全国劳动模
范、全国先进工作者、白求恩式医务人员等
荣誉称号……辛育龄直到因腰椎问题再也
站不起来，才不舍地告别了他日夜战斗过
的手术台。

一息尚存，就要多救一个患者

　　【做白求恩式的医生】
　　上世纪 80 年代，辛育龄又做了一个

不可思议的决定——— 中日友好医院开院
后不久，他主动辞去院长职务，做了一名
普通的外科大夫。
　　从 1947 年中国医科大学毕业成为
外科大夫开始，辛育龄整整 60 年没有
放下手术刀。
　　他对病人有多亲？
　　安慰病人在先，决不冷言冷语；明明
可以出挂号费更高的特需门诊，却坚持只
出挂号费低的特需和普通专家门诊；想方
设法为经济困难的病人省钱，甚至为他们
承担医疗费……
　　就连中日友好医院的筹建方案里，他
都坚持保留了供病人散步的花园。
　　不少已被放弃的危重、难治病人，却
因辛育龄尽力收治和精心疗护获得新生。
　　为了病人，辛育龄为何不惜一切代
价？因为“和工程师不一样，医生手中的
产品是人，人死了不可复生”。
　　【精神灯塔照后人】
　　“病人会让我们把他的胸腔打开，这
是何等的信任啊！我们要对得起这份信
任。”胸外科年轻医务人员一直记着辛育
龄经常和他们说的话。
　　如今，虽然辛育龄已在卧榻，无法
工作，但他的精神薪火相传。中日友好
医院党委书记宋树立说，医院设立了

“辛育龄青年奖”，近日又成立“辛育龄
小分队”，年轻医务工作者主动下基层
开展义诊咨询、健康宣教，将奉献精神

“融入血液”。
　　对党无限忠诚，对事业不懈追求，对
群众充满深情……辛育龄身上老一辈医
疗卫生工作者的高尚品质，被众多青年
医护人员当作“人生指南”。

百岁医者辛育龄：一生为人民攀登医学高峰

　　新华社昆明 7 月 14 日电（记者丁怡
全、贾雨田）2016 年 4 月，聂金辉作为跨
省交流干部，从福建来到云南，任大理白族
自治州剑川县县委书记。
　　 5 年过去，聂金辉白了头发、黑了肤
色。这个曾经听不懂“滇普”的“外乡人”，如
今能用白族话同村民简单交流了。
　　剑川的艰苦环境改变了他，他用实干
担当改变了剑川。

为使命：“不留后路”

　　剑川县位于大理州西北部。到任后第
一次下乡调研的场景让聂金辉至今难忘。
　　在海拔 3100 多米的剑川县弥沙乡牦
牛山彝族社，聂金辉走进一户老乡家，看到
唯一的电器是电饭煲。这一幕，“刷新”了他
对贫穷的认知，更加坚定了完成脱贫攻坚
历史使命的决心。
　　没过多久，聂金辉把妻子、孩子都带到
了大理。他表示：“这是为了不给自己留退
路，为的是把县里的工作干好。”
　　 2017 年，聂金辉组织全县 1184 名各
级干部吃住在各村 3 个月，深入开展贫困
对象动态管理工作，正式认定贫困户 7760
户 31397 人，摸清了贫情，找准了症结。“这
样一来，心里就有底了，县里的资金和项目
就能安排到恰当的地方了。”聂金辉说。
　　象图乡是剑川县最边远、最贫困的一

个乡，离县城 130 多公里。这个乡成了聂
金辉的挂钩点，5 年中他去了 25 次，足迹
遍及乡里的各个村寨。
　　截至 2019 年，剑川县 4 个贫困乡镇
和 46 个贫困村脱贫出列，7334 户 30089
人实现脱贫，贫困发生率由 20.18% 降至
0.86%。2020 年 5 月，云南省政府批准剑
川退出贫困县序列。目前，剩余未脱贫的
426 户 1308 人也已全部达到脱贫标准，
实现全县所有贫困人口清零。

谋发展：调动激情

　　聂金辉始终认为，干部是地方经济社
会发展的中坚力量。
　　“刚到剑川时，感觉这里的工作节奏很

慢，一些干部工作效率不高。”聂金辉说，为
切实转变干部作风，剑川县实行公职人员
月度政府奖励绩效差异化评价考核制度。
　　“过去，在剑川一些干部的观念里‘干
好干坏一个样’，只要不贪不腐，就不会被
问责。”剑川县纪委副书记李续葵介绍，
2016 年以来，剑川县创新出台了从严管理
公职人员、县城网格化责任落实、脱贫摘帽
考核惩处 6 条规定等文件，着力解决党员
干部不想作为、不能快为、不愿多为等问
题。部分不称职的干部受到处分和问责，在
全体干部中起到了很好的警示、教育作用。

求振兴：勇于开拓

　　剑川是全国木雕艺术之乡，但是，多年

来，木雕产业散、小、弱，竞争力不强。经
过深入调研，聂金辉认为，要振兴“木雕
之乡”，必须走市场化路子。
　　为此，他多次带领相关部门负责人
深入浙江、福建、广西等地考察招商。
2016 年底，总投资 34.14 亿元的剑川木
雕艺术小镇项目终于在甸南镇狮河村
落地。
  经过 4 年多的建设，木雕艺术小镇
初具规模，已有 35 家木雕企业、340 户
木雕个体经营户入驻，木雕企业主营业
务 收 入 5 . 4 亿 元 ，比 2 0 1 7 年 增 长
400% ，小镇就业人数比 2017 年增长
35%。木雕艺术小镇的建设，有力推动了
剑川木雕产业的发展，有效带动了群众
增收和创业就业。
　　昔日的撂荒地变成了古色古香、风
景优美的小镇，一个崭新的 AAA 级景
区呼之欲出。“到了周末，一些旅游团也
会到这里来。”木雕艺术特色小镇营销部
负责人杨波说，年底景区建成开放后，游
客应该会更多。
　　聂金辉率领班子大抓项目、大抓招
商、大抓服务的举措，有效助推了剑川
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十三五”期间，
剑 川 县 地 区 生 产 总 值 年 均 增 速 达
9.3%，规模以上固定资产投资年均增速
达 30.2%。
　　回首过去的 5 年，聂金辉很感谢共
同奋斗的各族干部群众，对这块土地充
满感情。他说：“大理州不仅有风花雪
月、诗和远方，更是一片开放的热土、奋
斗的热土。”

聂 金 辉 的“ 诗 和 远 方 ”

“七一勋章”获得者

2021 年 2 月 12 日，辛育龄在北京中日友好医院庆祝百岁生日，与家人合影。
                       新华社发（蔡莹莹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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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 康 圆 梦

  辛育龄在北京中日友好医院（翻
拍照片）。  新华社记者张玉薇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