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悠悠草药香 拳拳传承心

2000年5月 ， 刘颖来到北京
市双桥燕京中药饮片厂实习， 在
此一干就是23年。 伴随企业不断
发展壮大， 她也成长为质量副厂
长， 并获得首届 “北京大工匠”
中药炮制与配制工提名奖、 “北
京市劳动模范” 称号。

“中草药的清香， 是世间最
悠远的味道。” 刘颖所学的专业
是中药学， 在她看来， 中医药学
是中华民族文化自信的重要组成
部分， 能从事这个行业， 她颇感
自豪。

坚守初心
牢牢把住药品质量关口

“我所学的专业是中药学，
中药是我国优秀民族文化中的瑰
宝， 是我国人民通过实践经验总
结出来的文化精华。” 谈起自己
所从事的工作， 刘颖语气中充满
着自豪。

刘颖的工作内容是鉴定和炮
制中药。 “对于每个企业来说，
把控好产品质量都是极为重要
的， 对于我们这个行业来说更是
如此。 绝不能让任何假药、 劣药
从我手中流出。” 为了达到这一
目标， 刘颖每天工作时都打起十
二分的精神， 对于出具的每个结
果报告都极为慎重。

中药检验工作看似简单，其
实很繁琐，涉及多学科，要做到逐
品种、逐批次进行全检，严格执行
《中国药典》 标准和补充检验标
准， 这就要求工作人员在工作中

要做到精心、细心，并且有高度责
任心。日常工作生活中，她注意与
中药相关的信息以及中药真伪样
品的收集工作， 尤其是伪劣样品
的收集， 这些样品对于她培训新
人起到了重要作用。

刘颖介绍说， 炮制中药要不
忘初心 ， 传承守正 ， 运用蒸 、
炒、 制、 煅等炮制方法匠心制造
质优的中药饮片。 这些工作需要
运用到中药鉴定学 、 中药炮制
学、 中药化学等相关知识。 刘颖
深知个人和企业的发展都离不开

学习， 只有在学习中打下坚实的
基础 ， 才能做好这份工作 。 因
此 ， 她将所学与实际工作相结
合， 通过自学考试取得中药学的
学士学位， 在北京中医药大学继
续攻读中药鉴定学的硕士研究
生， 并在国家执业资格考试中获
得执业中药师的资格。

升级迭代
与企业同发展共成长

“药品生产质量管理规范是

每一个药品生产企业必须要遵循
的标准规范。 我经历过4次药品
生产质量管理规范认证， 每一次
都让企业经历蜕变 ， 更上一层
楼， 企业的质量部门也从最初三
五个人， 发展壮大到如今的20余
人。” 刘颖告诉记者， 这其中有
着不为人知的艰辛。

刘颖回忆说， 2014年的药品
生产质量管理规范认证是历史上
中药饮片行业认证最为严格和内
容改变最多的一年。 企业在不停
产的状态下， 认证的大量工作只
能在休息日完成。 旧文件需要根
据实际工作重新修订， 每一字每
一句都要仔细分析， 并制定出切
合实际的内容。 在这一年中， 她
放弃了周末和所有的节假日， 加
班加点完成了相应文件的修订和
新增工作。

这次改造中， 企业新增了微
生物化验室 ， 要对车间洁净级
别 、 生产用水和直服产品三七
粉、 珍珠粉、 川贝粉等进行监测
和检验。 此外， 新版的认证要求
对高效液相色谱仪 、 气相色谱
仪、 紫外分光光度等检验设备制
定操作规程， 并形成报告。 这些
都是刘颖之前没有接触过的。

在巨大的工作量面前， 刘颖
和同事团结合作， 共同商讨， 认
真研究 ， 最后圆满完成这一工
作 。 “回忆起来 ， 虽然过程辛
苦， 但是在工作的同时我又学到
了很多新的知识， 提高了产品检
验工作的水平， 所以是非常值得
的。” 刘颖笑着说。

守正创新
将中药炮制发扬光大

工作期间， 刘颖积极参加传
统中医药的相关活动， 与国内知
名中药专家及药房负责人、 药厂
负责人等进行学术交流， 通过学
习反哺企业。

“中药饮片是中医药疗效的
基础， 中药炮制更是我国具有自
主知识产权的专有技术， 在中医
诊治应用中起着重要作用。 但中
药饮片在治疗中的作用是否能按
医生的处方配伍 ， 达到治疗效
果， 要取决于药材是否地道， 炮
制是否规范。” 越是深入这门行
业， 刘颖越是心存敬畏。

为了生产出高质量的中药饮
片，刘颖在原料的采收、加工、产
地、等级规格、加工炮制、辅料添
加、储藏养护等多方面严格把控。
她还将所感所学记录下来， 先后
发表了 《沉香粉的加工工艺》《白
及的炮制与生产工艺流程》《秦皮
的真伪鉴别》《远志的加工、 炮制
及临床应用》等多篇文章。

近年来 ， 刘颖传承工匠精
神， 在企业内设立了 “燕京中药
炮制技术传承基地”， 将中药炮
制工作发扬光大。

“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的这
几年中， 中医药屡建奇功， 更加
凸显中华民族源远流长的文化的
时代价值。” 刘颖说， 她的梦想，
就是发扬光大中医药文化， 为守
护百姓健康尽心尽力。

———记北京市双桥燕京中药饮片厂质量副厂长刘颖
□本报记者 刘欣欣/文 孙妍/摄

张春明是北京市昌平区沙河
中心小学的一名英语教师。 2019
年 ， 已是北京市级骨干教师的
她， 选择赴内蒙古自治区锡林郭
勒盟太仆寺旗支教。

太仆寺旗地处内蒙古锡林郭
勒大草原最南端， 地区现有8所
小学， 在校生约4700人， 英语教
师40余人。 2018年是我国打赢脱
贫攻坚战3年行动的开局之年 ，
同年， 京蒙两地启动扶贫协作，
锡林郭勒盟正镶白旗 、 太仆寺
旗、 苏尼特右旗3个原国贫旗与
北京市教委、 昌平区教委、 大兴
区教委等建立了结对帮扶关系。
这一年， 张春明萌生来草原支教
的念头， 次年， 她将想法付诸行
动。

与其他支教老师不同的是，
张春明的主要学生群体不仅有当
地的小学生， 还有当地的英语老
师。 从支教的第一个月起， 她就
坚持每天写支教日志， 至今已经
完成支教日志60万字。 质朴的文
字， 记录着这4年来， 作为支教
教师的她是如何一步步带领当地

小学英语教师成长的。
4年中， 张春明辗转当地4所

学校， 通过示范课、 讲座、 集体
备课、 听评课等活动， 在小学英
语教师中掀起一场教学改革。 从
学习新课标理念到深入研读教
材， 从单元整体备课到教学设计

的撰写 ， 从理论培训到实践操
作， 从课堂教学到课件制作……
一步一步地， 越来越多的老师加
入进来。 张春明最开始的想法很
简单， 就是把自己这些年摸索出
来的教学方法和学习途径分享给
当地老师们。 “老师掌握了好的

教学方法， 孩子学习起来也会轻
松快乐。” 她说。

“孩子很难走出县城， 怎么
让他们见识到外面的世界？” 张
春明自费购买绘本， 并将绘本内
容穿插在课堂上。 同时， 她还帮
助老师们在英语课堂上补充视
频、 音频和绘本等更多的教学资
源 。 “把英语教学做成英语教
育， 让孩子们爱上学习。”

一直以来， 太仆寺旗小学的
英语课是从三年级开始的。 为了
培养孩子们的兴趣， 2020至2021
学年度， 张春明花了一整年时间
为二年级孩子们编写了一套唱歌
学英语的校本课程。 “我们还把
歌曲编成音乐剧， 在期末组织汇
报演出， 孩子们可都太喜欢了。”

这些年来， 老师们的学习热
情也让张春明很是感动， 大部分
老师平日里都要上课， 大家就利
用休息时间跟张春明一起备课。
太仆寺旗第三小学英语教师白玉
洁告诉记者， 不论是在教学理念
和课程实施， 还是多媒体教具的
制作和使用 ， 自己都进步了很

多， “张老师给我们带来一股新
活力。”

2022年10月， 张春明在太仆
寺旗成立了英语工作坊， 成员是
当地32名英语老师。 在这里， 她
每月开展一次全旗大型英语教研
活动， 形式有专题讲座、 现场研
究课等。 因表现出色， 张春明陆
续获 “京蒙帮扶协作教育扶贫对
口帮扶优秀支教教师” “京蒙帮
扶协作突出贡献个人” “优秀支
教教师” 等称号。

今年7月， 张春明结束了４年
的支教生活， 返回北京。 她在支
教日记里写道： “我不仅是一名
支教教师， 更是国家精准扶贫政
策的落实者和见证者。 我深知自
己力量微薄， 但我始终相信星火
燎原。 要为这里的老师和孩子们
尽一份义务 ， 不枉支教之行 。”
这也是京蒙扶贫协作中， 每一个
在草原留下足迹的支教教师的共
同心愿。 “即使回了北京， 我和
这里英语老师们的联系也不会
断。 我们的工作坊还在， 我的支
教工作也在继续。” 张春明说。

60万字支教日记见证京蒙深情
□本报记者 周美玉 通讯员 郭程程

昌平区沙河中心小学英语教师张春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