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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葆“强核报国”初心
最近央视热播的电视剧《许你

万家灯火》，讲述三代核电人30多

年的奋斗历程。“身为中国核工业的

一分子，我倍感自豪。”剧中所呈现

的奋斗青春与爱国奉献精神，引发

陈宝智的强烈共鸣。

1991年，大学刚毕业的陈宝智，

入职中国核建旗下成员单位中国核

工业华兴建设有限公司，不久后便主

动投身国家战略需要，不远万里奔赴

巴基斯坦，参与我国自行设计、建造

的第一座出口商用核电站——巴基

斯坦恰希玛核电站的工程建设，担任

一线施工队技术员。项目位于柴尔

沙漠边缘，气候干燥，沙尘暴频发，夏

季最高温超过50℃。就是在这样艰

难困苦的环境中，陈宝智一待就是四

年。回国后，陈宝智投身秦山三期核

电站建设，为点亮上海的万家灯火奉

献青春。

2021年，已经在核工业领域奋

斗了30年的陈宝智，担任中国核建党

委书记、董事长。无论是自己的成

长，还是中国核工业的发展，他始终

强调精神的力量。“从老一辈核工业

人‘干惊天动地事、做隐姓埋名人’，

到新时代的‘强核报国、创新奉献’，

几代人艰苦创业、开拓创新，推动我

国核工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这些精

神代代相传，鼓舞着我们每一个人。”

擦亮核电“新名片”
回顾在秦山三期的经历，陈宝

智介绍说：“我国核电建设经历了跟

跑、并跑、领跑三个阶段，当时还是

在跟跑阶段，跟加拿大人学技术，我

们在学习的同时，也在消化吸收，形

成中国人自己的核电建造技术体

系。”当问到他参与核电建设最大的

体会时，他坚定地说：“核工业是高

科技战略产业，是国家安全重要基

石。安全是核工业的生命线，我们

不敢有任何懈怠。”

与安全一样，创新也是中国核建

的基因。“现在很多项目实行的是模

块化施工，土建安装一体化交叉作业

和群堆建造管理，不仅节约了成本，

而且缩短了工期、提高了工效。”

陈宝智介绍，无论是“华龙一

号”批量化建设，还是“玲龙一号”

“国和一号”等核电机组建设，中国

核建相继实现了建造技术的新突

破，多个关键节点均提前实现。

从追赶、并行到超越，中国核电

走出了一条独具特色的创新之路，核

电也成为中国的另一张“国家名片”。

融入上海再扬帆
2021年11月29日，中国核建

总部从北京整体搬迁至上海，作为

一家从北京战略转移入驻上海的总

部企业，陈宝智创新性提出了“融

入、融合、融创”上海的发展理念，推

动企业从思想上、情感上、行动上积

极主动融入上海经济社会发展。

陈宝智介绍，上海石化工程建

设、白龙港污水处理厂升级改造工

程、嘉闵高架、世博会澳大利亚馆、一

批在沪央企的科研、生产基地等重点

工程都有核建人拼搏的身影。事实

上，中国核建在服务和融入上海的过

程中也实现了自身的快速发展，2022

年主要经济指标持续增长，营业收入

接近1000亿元。 本报记者 叶薇

千百年来，作为我国独特的卫

生资源，中医药与人民生命健康、幸

福生活密切相关。

国家三部门今年公示的中西医

协同“旗舰”医院试点单位和试点项

目建设单位建议名单上，申城多家

医院榜上有名；推进中医药国际化、

标准化，上海持续发力，牵头启动长

三角合作中医药循证研究项目……

在上海这片开放、包容、创新的

土地上，中医药人努力把祖先留给我

们的财富继承好、发展好、利用好，海

派中医近年来焕发出新的活力。未

来，上海中医药布局与服务将继续升

级，为促进健康作出更大贡献。

传承创新
老技术有了“第二春”
在申城，一批中医药人积极推动

传统中医药和现代科学相结合、相促

进。面对停滞沉寂了20年之久的“针

刺麻醉”，岳阳医院院长周嘉从最难

的心、肺手术入手，将既往清醒状态

下的“单纯针刺麻醉”技术，创新改良

为浅睡眠、自主呼吸状态下针药复

合的“现代针刺麻醉”技术，开启了

我国针刺麻醉的新发展时期。

“针刺麻醉是中国医学史上最

具原创性的研究领域之一，是中西

医结合的典型案例。”周嘉告诉记

者，“现代针刺麻醉技术避免了气管

插管，减少了全麻70%的麻醉药量，

降低了大剂量麻药对人体的副作

用，加速了术后康复，为患者节省了

医疗费用。”

如何让老百姓吃到放心的好中

药？在上海，国医大师朱南孙教授

倾注数十年心血研发院内制剂“加

味没竭片”，造福无数子宫内膜异位

症、子宫腺肌病、盆腔炎、痛经等妇

科痛症病人。岳阳医院选择与百年

老字号强强联手，进一步开发、上市

“加味没竭片”。这是我国非遗成果

科技转化的一次突破，为中医药传

承创新按下快进键。

“我们有信心让有着几千年历

史传承的中华瑰宝焕发出新的时代

生机。”周嘉说。

走进生活
中医文化深入人心
在上海，有一项与中医相关的

生活习俗已然深入人心——膏方。

秋冬的医院一隅，紫红的砖瓦

映衬着国医大师严世芸教授题写的

“岳阳膏方”四个遒劲大字，阵阵香

气扑鼻而来。膏方制作室里，经验

丰富的药师正在用竹搅片翻着紫铜

锅里的药材。年复一年，一百口紫

铜锅一起熬制膏方的盛大场面已成

为海派中医文化的一面旗帜。

膏方兴于上海并非偶然。这儿

四季分明，讲究生活时令，“冬令进

补，夏天打虎”的概念便一直深入人

心，而膏方则正是冬季养生不变的

主角。岳阳医院老年病科首席专家

陈咸川介绍，膏方绝非单纯补益，而

是通过全面了解患者病情，采用调、

通、化、清等方法，将补虚和疗疾融

为一体，一人一方，辨证施治。

随着人们的健康需求不断提

高，膏方进补越来越受到申城百姓

的关注。去年，曙光医院也另辟空

间，自己开炉制作膏方。工作量增

加了，但病人反馈出奇得好。“今天，

中医的诊疗活动和现代医学一样，

有日益流水线化、简单化的趋势，膏

方却反其道而行之，日渐繁复，处处

体现中医之美、人文之美。”曙光医

院朱抗美教授感叹。

和膏方一样飘香的，还有代茶

饮。自古中医就有“药食同源，医养

同理”的说法。气候寒冷干燥时，合

理搭配下的一杯药茶，不仅能驱寒保

暖，也能滋补养生。国家疫病防治基

地（曙光医院）也多次根据申城气候

特点，结合临床研究，推荐中药茶饮。

更多受益
海派中医扬名四海
兔年新春，依托名中医工作室、

陈氏妇科中西医结合诊疗中心二级

工作站的建设，让江苏、浙江、江西

等省份的患者也能在家门口享受到

龙华医院妇科的优质医疗资源。“海

派陈氏妇科目前已绵延六代传人，

不断获得丰富与拓展，誉满海内

外。”龙华医院妇科主任徐莲薇说，

“我们建立了11个同质化陈氏妇科

疗法二级工作站，辐射多个省市，努

力为女性提供全方位、全周期的优

质中医药医疗保健服务。”

在遥远的非洲，由岳阳医院负

责具体建设的中国—毛里求斯中医

药中心积极发挥中医药的优势和特

色，用疗效说话，实力圈粉非洲民

众，受到热烈追捧。记者了解到，中

毛双方未来将继续在中医药医疗服

务、教育培训、科学研究等领域进行

全面战略合作，大力推动中医药海

外发展和中医药文化全球传播。

值得一提的是，不久前出炉的

2022年度上海市公立医疗机构病人

满意度调查中，龙华医院、岳阳医院

上榜满意度较高的三级甲等综合公

立医疗机构。两家医院以提升医疗

质量与提升服务并举，不断优化就

医流程、改善就医体验，为市民提供

更优质的中西医健康服务。

本报记者 郜阳

持续发力推进中医药国际化、标准化，全力守护市民健康

海派中医守正创新融入城市发展

投身硬“核”时代 筑梦“大国重器”
——中国核建党委书记、董事长陈宝智的故事

从秦山核电站建成、实现大陆核电零的突破，到大亚湾核电
站、田湾核电站、福清核电站等世界核电主流堆型核电站建设，再
到我国自主设计的三代核电“华龙一号”闪耀全球……在中国核建
系统内一干就是30多年的陈宝智，见证并参与了我国核工业创建、
发展、壮大的全过程。他一步一个脚印，从异国他乡起步，扎根一
线，一路成长，带领团队创新发展，实现我国核工业的跨越式发展。

新时代 新征程 新伟业

新征程 新奋斗

据新华社北京4月8日电 国家

疾控局副局长、中国疾控中心主任

沈洪兵在4月8日举行的国新办新

闻发布会上表示，在新冠病毒溯源

第一阶段联合研究过程中，中国向

联合专家组提供了当时掌握的所有

溯源相关资料，没有隐瞒任何病例、

样本及其检测和分析结果。

沈洪兵表示，在疫情发生后，中

国在溯源这个问题上一直秉持科学

态度，积极与世界卫生组织沟通合

作，率先主动邀请世卫组织选派国际

专家组两次来华合作开展溯源联合

研究，成功在武汉完成了溯源第一

阶段联合研究，形成的中国—世卫

组织新冠病毒溯源联合研究报告得

到了当时参与研究的国内外专家和

世卫组织充分认可。

沈洪兵表示，近日世卫组织个

别官员和专家随意发表观点，轻率

否定当时的结果，完全是违背科学

精神的，是对世界各国参与前期溯

源工作的科学家的粗鲁冒犯和不

恭，是将新冠病毒溯源政治化的表

现，是不能被全球科学界所接受的。

中国—世界卫生组织新冠病毒

溯源联合研究中方专家、中国疾控中

心研究员周蕾表示，关于新冠病毒的

起源在第一阶段联合研究过程中已

经得到了结论。周蕾介绍，这个结论

充分展示在当时和世卫组织联合发

布的研究报告中。报告从人的方面、

动物的方面、跨种属传播、实验室等

角度，进行评估并得出：人畜共患病

直接溢出的可能性是“可能到比较可

能”，通过中间宿主引入是“比较可能

到非常可能”，通过冷链引入是“可

能”，通过实验室引入是“极不可能”。

中国在新冠病毒溯源第一阶段联合研究中没有任何隐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