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没有令人羡慕的岗位， 没有
值得炫耀的文凭， 没有慷慨激昂
的言辞， 38岁的汲洪民， 中铝宁
夏能源集团银仪电力设备检修安
装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银仪电力
检修公司） 六盘山基地焊工班班
长， 凭着十多年的执着追求， 刻
苦钻研焊接技术， 为青年职工岗
位成才树立了榜样。

自从2010年到公司六盘山基
地工作以来， 他把公司的信任转
化为巨大的工作动力， 一门心思
地扑在工作上， 真正做到了干一
行、 钻一行、 精一行。 这几年参
加了多次火电机组A级、 B级、 C
级检修、 抢修、 对外项目检修中
的焊接工作， 他把重任当信任，

以高度的事业心不知疲倦地忙碌
着。 在同事眼中， 他是一个不知
疲倦的 “工作狂”， 也有人说他
是 “钢铁侠” “神焊将”。

一次， 热电厂一机组末级再
热器发生泄漏， 面对130根T91和
TP347异种钢焊接任务， 他给领
导立下了军令状。 在15天的连续
抢修工作中， 作为焊接抢险组组
长的他， 带领12名高压焊工24小
时两班倒， 吃住在现场， 以超乎
常人的毅力克服身体的疲惫和环
境的恶劣， 硬是啃下了这块硬骨
头。 357道高压焊口合格率达到
98%以上， 创造了检修公司炉管
焊接质量的最高记录， 为热电厂
早日发电赢得了宝贵时间。

2013年8月， 某机组A级检修
汽机侧主蒸汽管道焊缝超声波检
测发现3道内部裂纹， 由于主蒸
汽管道材质 （SA335P91） 属于
进口高合金高强度马氏体耐热
钢， 钢材具有较大的冷裂倾向，
焊接性能极差， 对焊工的焊接水
平是个考验。 作为焊接技师， 汲
洪民临危受命， 通过材料性能分
析， 他提出设专人全程对焊接、
温度进行监测的建议， 把多年焊
接理论知识与焊接经验融入到施
焊过程中， 采用小电流多层多道
焊接方法 。 在距离地面6米高 ，
面积不到1平方米的焊接工作面
上， 跪着、 半蹲着甚至是趴着进
行作业， 高温灼热使他的焊工服

都能挤出水来。 经过他与另一位
高压焊工48小时的连续奋战， 克
服了焊接速率、 温度不易控制的
困难， 确保缺陷查找、 挖补、 焊
接、 热处理一气呵成， 焊接后的
各项检测指标均合格。

能打硬仗的“神焊将”

协办： 北京市职工服务中心
（北京市技术交流中心）

———记中铝六盘山基地焊工班班长汲洪民 □通讯员 马 伟 许 丽 文/摄

“当一名医生， 就意味着选择一种责任、 一种使命。 每当救治了一位被病魔折磨得死去
活来的患者的时候， 我最快乐。” 说这话的是我国哮喘病专家、 北京孟庆云哮喘医学研究
院院长、 副主任医师孟庆云。 从医几十年来， 孟庆云始终坚持亲身试药， 即在探索新药的
过程中， 他亲身做实验， 对口服药物亲口品尝， 确定无副作用后才让患者使用。 因此， 有
患者甚至把他称为 “当代的神农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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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博 雅 通讯员 陈家忠 文/摄

亲身试药的“当代神农氏”
奖章背后的故事

———记哮喘病专家孟庆云

前不久， 在一次中医临床学
术报告会上记者见到了已经78岁
的孟庆云。 虽然已经步入高龄，
但他依然思维敏捷、 讲话声音洪
亮， 谈起中医治疗哮喘病的研究
依然是侃侃而谈……孟庆云因在
治疗气管炎哮喘领域的科研成就
多次获省 、 市 “科学重大贡献
奖” “科技拔尖人才” 等荣誉。
2009年底， 他被授予联合国第二
十一届国际科学与和平周 “和平
使者” 称号。 目前， 他最大的心
愿就是把中华医药推向世界。

少年立志悬壶济世

孟庆云出生于一个中医世
家， 受家庭的熏陶， 少年时对中
医耳濡目染 。 尤其是在少年时
代， 孟庆云的姑姑被气管炎导致
的肺心病夺去了生命， 这对他的
年幼心灵产生了很大的触动。

有一天， 他对正在研读医学
书籍的父亲说 ： “我要继承祖
业， 学好中医， 立志做个有本事
的医生， 把天下所有的气管炎哮
喘病人都治好。” 父亲听完他的
话后， 合上医书， 惊愕不已地打
量着自己的儿子， 继而， 拍了拍
他的肩膀大加赞许道： “嗯， 孺
子可教也 ！ 有志气 ！” 那一年 ，
孟庆云年仅15岁。

当孟庆云尚没有从失去姑姑
的哀痛之中走出来时， 他的父亲
就撒手人寰， 离他而去。 那一年
是1954年。 他面对数十年悬壶济
世 “妙手回春” 从死亡线上拯救
了无数病人的父亲离他而去， 时
年18岁的孟庆云悲痛欲绝 。 从
此， 孟庆云接下了父亲的 “接力
棒”， 白天背着药箱奔走于山间
村头 ， 晚上趴在煤油灯下记笔
记、 写心得， 同时翻阅大量医书
一一考究查证。

就这样 ， 孟庆云一边行医 ，
一边学习 ， 省吃俭用 ， 艰苦朴
素。 无论路有多远， 天有多黑，
他都坚持上门服务， 为患者行医
送药， 风雨无阻。 渐渐赢得了乡
亲们的信任与赞赏。 只是人们想
不通， 凭借一技之长生活并不困
难的他总是那样朴实无华 。 其
实， 在孟庆云的心里埋藏着更大
的愿望， 更高的理想。 那就是考
大学， 办一所属于自己的医院。
功夫不负有心人， 凭借着勤奋与
执著， 孟庆云终于考上了大学。

1962年孟庆云大学毕业后在
县里仅有的小型卫生所工作， 专
攻支气管炎、 支气管哮喘、 支气
管扩张、 肺气肿与肺心病。 50余
年来， 孟庆云一直扎根基层， 从
一名默默无闻的赤脚医生变成了
家喻户晓、 备受患者信赖与称赞
的院长、 教授与专家。 而今孟庆
云实现了年轻时的梦想。

不囿传统敢创新

孟家世代行医， 有一些气管
炎的家传秘方， 但还存在一些缺
憾， 孟庆云结合父亲传授给的祖
传秘方， 潜心钻研， 试图弥补祖
传秘方的不足之处， 当时他父亲

说： “这个秘方就不错了， 连我
都琢磨不出什么新东西， 你有什
么办法？” 孟庆云说： “秘方虽
不错， 可仍存在一些不足， 老祖
宗的医术并非天下第一， 还需不
断完善， 精益求精。” 于是他开
始不断寻师走访， 博采众长， 为
寻找到能攻克气管炎、 哮喘顽症
的良方不辞劳苦地奔波着……

孟庆云曾谈到， 自己在大学
时期学的是西医， 因为当时还没
有中医专业。 一次自己得了很严
重的疾病， 尝试了西医的各种诊
疗方法后， 却被自己在中医基础
上发明的穴位注射法治好。 这次
经历使孟庆云更加尊崇中医。

他认为中医和西医是两个不

同的临床医学学术体系， 从基础
到临床， 都大异其趣。 许多人不
理解这一点， 往往以西医的观点
为坐标， 去衡量中医学， 论说中
医之短长， 有些青年中医甚至因
此而对中医丧失信心！ 岂不知中
医在几千年传统文化的基础上，
创造了中华文化的瑰宝———中医
药学！

孟庆云还认为中医有自己的
理论体系， 有自己的基础医学，
不能认为中医必须从形态发展，
即解剖———生理———病理等等 ，
沿着西医走过的道路才是科学，
才是正途。 中医的解剖， 不可否
认， 其发展远远不及西医， 但中
医学的发展走着自己独特的路。
中国医学发展历史已数千年， 受
中华文化阴阳五行学说的影响，
并结合医疗实践 ， 融汇天文地
理、 气象时空与人文科学等多个
学科， 至秦汉时期逐步形成 《内
经》 的理论， 从而为中医学奠定
了系统的理论基础。

在 《内经》 的基础上， 2000
多年来 ， 经数代医家继承与发
扬 ， 中医完成了一套能指导实
践、 预防与医疗都取得成效的、
为中华民族的繁衍昌盛作出伟大
贡献的医药学。 这是事实， 是历
史不可更改的见证。 那个时候，
孟庆云悬壶济世， 受当时自然灾
害的影响， 广大农村更是缺医少
药。 但是， 艰苦的环境并没有使
孟庆云沮丧， 而是更加激发起他
的极大热情。

孟庆云说： “分配到基层 ，
心里挺高兴的， 有工作干， 能为
父老乡亲们解除身心的痛苦很开
心。” 就这样， 孟庆云用大学所
学的西医知识与传统中医相结
合， 开拓创新， 勇于实践， 他的
医疗理论与实践在这里不断地提
高。

亲自试药炼成名方

孟庆云带领弟子潜心钻研古
代医学， 在祖传秘方的基础上，

不断借鉴现代医学的临床理论，
孜孜以求地研究穴位注射， 从生
理、 病理、 药理、 临床诊断和治
疗等方面对肺心病进行了全方位
的探索。 在探索过程中， 亲身做
实验， 对口服药物亲口品尝， 参
考了成千上万的病例， 经过无数
次的反复实验， 确定无副作用后
才让患者使用。

在实践中逐步探索出一套中
西合璧的治疗方案， 即以中医中
药为主， 口服中药汤剂结合穴位
注射的治疗方法 （此项目已被国
家中医药管理局确定为中国传统
医药特色疗法推广项目）， 其疗
效非常显著， 达到了治愈顽症的
目的。

自上世纪80年代初投入诊治
以来， 已收治国内、 国外患者数
万例， 经回访调查， 疗效显著。
他们当中绝大多数患者都曾经辗
转全国多家医院， 光医药费就高
达几万乃至几十万元却未治愈。
并且有些是被医院判了 “死刑”
的， 经孟院长精心治疗后都有了
明显好转或痊愈， 而医药费仅仅
几千元至几万元不等。

2002年5月 ， 国家中医药管
理局国际交流中心、 中国民间传
统医药特色疗法专家评议组的专
家实地考察后一致认为： “应用
气管炎、 哮喘专用胶囊1—6号按
不同病情使用 ， 并配合腧穴注
射 、 服汤剂三法合一治疗气管
炎、 哮喘病项目， 疗效突出， 成
绩显著， 在省内外、 京津地区已
有相当影响， 境外也有求医者，
此项目确已形成特色疗法， 已具
推广应用价值。”

几十年来， 孟庆云一直从事
临床工作， 在实践中研发了多项
专利产品， 其研制的 “一套治疗
缓解期慢性支气管炎的药物 ”、
“一套治疗缓解期肺心病的药
物”、 “一套治疗支气管哮喘的
药物”、 “一套治疗肺气肿的药
物”、 “一套治疗支气管扩张的
药物” 等获得国家知识产权局的
6项国家发明专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