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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组织了一次调研，发现这些年城

市在养老设施、养老产业上投入不

少，但在“医老”上投入不多。“我

们提出希望养老和医老并重，要从

预防入手，预防一些衰老带来的疾

病，减少老龄化给家庭和国家带来

的负担。”

“这份调研报告通过工程院报

送给国家领导参考，近几年，国内

建设了多个老年医学研究中心，复

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老年医学研究

中心，就是其中之一。”闻院士表

示，“医老”目前已经得到了重视，

更多的老人将从中获益。

闻院士关心的另一个问题是精

神健康。“新闻里看到小孩子自杀，

可能是因为精神健康方面的问题，

这多可惜啊。”闻玉梅的母亲桂质

良是中国第一位女性精神病学专家，

也许受到母亲的影响，闻玉梅对精

神健康投入了关注。

2019 年，闻玉梅发起“心理健

康和精神卫生服务体系建设与发展

战略研究”，她牵头与上海市精神

卫生中心的专家一起，设立研究项

目来摸清家底，为消除社会对精神

疾病患者的歧视、为民众提供更好

的精神健康服务打下基础。

为医患之间架设桥梁

再向前追溯，闻院士还做了一

中国曾经是乙肝大国，至今也

还有庞大的乙肝病毒携带者人群。

从上世纪 70 年代开始，闻院士就投

身于乙肝病毒研究中，乙肝疫苗用

于预防乙肝病毒感染已经非常成熟，

但闻院士想要做的，是研发治疗性

乙肝疫苗，让已经感染的患者受益。

1987 年，闻玉梅在国际上首次

提出了治疗性疫苗的概念。闻玉梅

院士认为，用人类自身免疫来清除

体内病毒、治疗那些已经感染乙肝

病毒的感染者，是一个很好的思路。

为中国近 3000 万乙肝患者研

发治疗性乙肝疫苗是闻玉梅最大的

夙愿。尽管治疗性乙肝疫苗尚未走

出实验室，但闻玉梅没有放弃，在

治疗性乙肝疫苗进入三期临床试验

后，闻院士还在努力用创新的“三

明治”法，让治疗性乙肝疫苗真正

为病患所用。讲坛上她再次强调：“我

想把乙肝治疗性疫苗推上更高的水

平。”

为老人健康和精神健康奔走

闻玉梅院士的办公室会客厅书

架上，摆放着学生送她的京剧人物

人偶，闻院士从小喜欢京剧，穆桂英、

梁红玉是她钟爱的女性人物。闻院

士自己也是一身“侠气”，她用自

己的人生经历总结女性的特质：“我

们女性心是很细的，心是非常善良

的，我们有很宏大的爱心，我们爱

国家，我们爱人民，我们爱孩子，

也爱学生。”

中国正在快速进入老龄化，上

海就是老龄化程度对的大都市。生

活在上海，闻院士深感“健康老龄化”

对个人和国家的重要性。闻玉梅院

个“大工程”：开设《人文与医学》

慕课。

“2013 年前后，社会上出现很

不好的现象，医患矛盾严重，新闻

里说有的医生戴钢盔去上班。我就

想，这怎么办？需要提高大家的素

质，要让大家知道医学是什么，如

果只要求医生态度好我觉得不公平，

社会人员也需要教育。”

当然，首先需要教育的还是医

学生。在这个初衷之下，闻院士联

合哲学家俞吾金教授和彭裕文教授，

筹备《人文与医学》课程。她曾经

回忆，先生宁寿葆教授说她是“80

岁学吹打”，“我说我就想学吹打了。

我去买好多书，就这么开始了。”

如今，《人文与医学》慕课已

经传到年轻人的手里，继续为顺畅

医患沟通做着贡献，迄今有 500 多

所学校都采用了这套视频教材，还

有几十万的人在网上观看了课程。

闻玉梅说，这个工作并不是她

的专业领域，但她还是投入了很多

精力去做。“我就觉得眼睛里要有活，

我们要找一些可以做的事情去做，

国家需要的、百姓需要的我们就做，

不要坐在那等着人家来号召我做什

么。”

闻院士在论坛上的话打动人心：

“回顾我十年做的，我觉得比较平淡，

得不了什么大奖，可是我觉得心里

很踏实，我为国家为人民做了一些

我应该做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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