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尹家鹏于1996年参加工作 ，
现为天坛公园花卉中心菊花班班
长。 28年来， 凭借对养菊事业的
无限热爱和执着追求， 他成为了
天坛公园菊花栽培的领军人。

俗话说， “三天不在家， 不
能养菊花。” 掐尖儿、 剥蕾、 浇
水……尹家鹏牢记师傅 “用心养
花” 的教诲， 对待菊花比对孩子
还细心。 “别人刮风下雨天往家
跑， 他却往地里跑” 是尹家鹏给
同事留下的印象， 他不但自己连
续多年没休过假， 而且只要孩子
一放假就会被他带到苗圃旁， 让
其有机会亲近大自然 、 爱上菊
花。

尹家鹏带领班组成员每年养
护着万余盆菊花， 这些菊花千姿
百态、 各具特色。 其中， 悬崖菊
最长可达3.5米 、 大立菊可开花
1000至1300余朵， 此外还有大型

菊花盆景 、 40米高的 “二龙戏
珠” 等艺菊造型。 他的工作日记

里写满了对于物候 、 病虫害防
治 、 菊花生长规律的第一手资

料。 持之以恒的努力让他养护的
菊花盆栽在不少比赛中获得骄人
的成绩。

2020年 ， 恰逢天坛建坛600
周年， 尹家鹏带领班组成员鼓足
干劲， 决心要让天坛的菊花再
上一个台阶 。 他根据职工们的
技术特长合理分工， 自己挑起了
最苦 、 最累的活儿 。 在菊花圃
地， 时常能看到他头戴草帽， 为
菊花裱扎、 摘心、 打药除虫……
经过13个月的辛勤养护， 一株开
花1020朵、 名为 “火舞” 的 “千
头” 大立菊一经展出就成为了当
年菊展的焦点， 吸引了众多游客
观赏， 就连菊艺大师马建山、 叶
家良等都连连赞叹。

尹家鹏从未停止过探索创新
的脚步， 经过反复试验研究， 一
株开花上千朵的嫁接大立菊于
2022年在祈年殿展出， 这在北京

地区尚属首例。 除此之外， 尹家
鹏在小菊盆景方面也很有造诣，
经过多年的养护， 他成功宿根花
卉小菊还原为原本的亚灌木特
性。

“北京菊艺师” “北京市最
美劳动者 ” “北京市高技能人
才” ……从业以来， 尹家鹏获得
了一系列荣誉。 今年， 他又荣获
首都劳动奖章。 他说： “相较于
获得的荣誉， 我更想找到喜欢菊
花的年轻人， 并把培育菊花的技
艺传承下去。” 为此， 在每年的
菊展期间， 尹家鹏每天都会在现
场为市民游客讲解菊花栽培技
术、 养花故事、 展览亮点等。 他
常常自诩为一个菊花匠人， 希望
带着年轻人把几百种菊花名录再
认真梳理一番， 帮助年轻人做好
菊艺传承人， 继续将天坛公园自
育菊花品种发扬光大。

□本报记者 周美玉

２０24年 8月 19日·星期一│本版编辑 于彧│美术编辑 王巍│校对 刘芳

奋奋奋奋奋奋奋奋奋奋奋奋奋奋奋奋奋奋奋奋奋奋奋奋奋奋奋奋奋奋奋奋奋奋奋奋奋奋奋奋奋奋奋奋奋奋奋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征征征征征征征征征征征征征征征征征征征征征征征征征征征征征征征征征征征征征征征征征征征征征征征程程程程程程程程程程程程程程程程程程程程程程程程程程程程程程程程程程程程程程程程程程程程程程程 建建建建建建建建建建建建建建建建建建建建建建建建建建建建建建建建建建建建建建建建建建建建建建建功功功功功功功功功功功功功功功功功功功功功功功功功功功功功功功功功功功功功功功功功功功功功功功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时时时时时时时时时时时时时时时时时时时时时时时时时时时时时时时时时时时时时时时时时时时时时时时代代代代代代代代代代代代代代代代代代代代代代代代代代代代代代代代代代代代代代代代代代代代代代代···············································北北北北北北北北北北北北北北北北北北北北北北北北北北北北北北北北北北北北北北北北北北北北北北北京京京京京京京京京京京京京京京京京京京京京京京京京京京京京京京京京京京京京京京京京京京京京京京劳劳劳劳劳劳劳劳劳劳劳劳劳劳劳劳劳劳劳劳劳劳劳劳劳劳劳劳劳劳劳劳劳劳劳劳劳劳劳劳劳劳劳劳劳劳劳动动动动动动动动动动动动动动动动动动动动动动动动动动动动动动动动动动动动动动动动动动动动动动动者者者者者者者者者者者者者者者者者者者者者者者者者者者者者者者者者者者者者者者者者者者者者者者之之之之之之之之之之之之之之之之之之之之之之之之之之之之之之之之之之之之之之之之之之之之之之之歌歌歌歌歌歌歌歌歌歌歌歌歌歌歌歌歌歌歌歌歌歌歌歌歌歌歌歌歌歌歌歌歌歌歌歌歌歌歌歌歌歌歌歌歌歌歌

□本报记者 宗晓畅 通讯员 海昕园

“作为一名医生， 我有责任
去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 我希
望能够用自己的医疗专业知识和
经验， 为西藏百姓带去健康和希
望。” 今年7月底， 北京友谊医院
耳鼻咽喉头颈外科中心主任医师
王国鹏圆满完成为期一年的援藏
任务。 挂职拉萨市人民医院副院
长一年以来， 他不仅推动医院制
度创新与流程优化， 更在临床医
疗一线无私奉献， 以精湛的医术
和高尚的医德赢得了当地患者的
高度赞誉。

高原上的科研“播种者”

2023年7月， 当王国鹏得知
有机会前往西藏进行医疗援助
时， 便义无反顾为踏上雪域高原
做准备。 同年8月， 他作为北京
市 “组团式” 援藏医疗队成员奔
赴拉萨， 出任拉萨市人民医院党
委委员、 副院长。

面对艰苦环境， 王国鹏深知
自己作为主管科研的副院长， 必
须带领拉萨市人民医院在科研领
域取得突破。

“只有建立起科学、 规范的
科研管理制度， 才能确保科研工
作的顺利进行。 所以我们首先要
做 的 就 是 修 订 和 完 善 科 研 管
理 规 章制度 。 ” 王国鹏在科教
科、 财务科等部门的会议上坚定
地说。 在他带领下 ， 大家齐心
协力 ， 对原有的规章制度进行
了全面梳理和修订， 同时优化科
研经费报销流程， 让科研人员能
够更加便捷地申请和使用科研经
费。

为进一步提升医院的科研氛
围， 王国鹏组织召开了一系列培
训和会议。 科教高质量发展工作

会议上， 他阐述了科研对于医院
发展的重要性； 拉萨市健康科普
大会上， 他深入浅出地讲解了医
学知识， 让更多人了解医学的魅
力； 课题申报培训交流会上， 他
指导科研人员如何撰写高质量的
申报书， 为他们的课题申报指明
方向。

在王国鹏的不懈努力下， 拉
萨市人民医院的科研水平得到了
显著提升。 2024年度西藏自治区
自然科学基金 “组援” 项目申报
中， 拉萨市人民医院共获批18项
项目。 “这是我们团队共同努力
的结果， 也是拉萨市人民医院科
研实力的一次飞跃！” 王国鹏露
出了欣慰的笑容， 话语中充满自

豪和信心。

当地耳鼻喉科的“引路人”

“在这里， 我不仅是医生，
更是传播知识与技能的使者 。”
王国鹏说， 他充分发挥在耳鼻咽
喉科学专业上的优势， 通过理论
授课， 让当地的医生们对耳鼻喉
科疾病的诊疗有了更深刻的理
解。 在操作演示和手术带教中，
他更是 “手把手” 地指导， 确保
每一个医生都能掌握先进的诊疗
技术。 “王老师的教学方式非常
生动， 他总能将复杂的医学知识
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解释给我们
听。” 王国鹏的学生苏欢这样评

价。 在王国鹏指导下， 拉萨市人
民医院的耳鼻喉科医生们逐渐崭
露头角， 成为了能够独当一面的
医疗骨干。

为进一步提升医院的诊疗水
平， 王国鹏积极组织召开了 “京
拉医疗万里行” 学术周 （耳鼻喉
分论坛） 暨 “益耳行动” 合作单
位揭牌仪式。 他动员社会力量，
为拉萨市人民医院捐赠了先进的
听力检测设备和手术器械， 为医
生们提供更好的诊疗工具。 在王
国鹏的带领下， 拉萨市人民医院
成功开展了第一台耳内镜手术和
耳显微手术。 这不仅标志着拉萨
市人民医院在耳科诊疗领域取得
新突破， 更为高原地区的耳科疾
病患者带来健康。 今年3月以来，
王国鹏指导本地医生顺利完成了
50余台耳科三、 四级手术。

“每当我看到那些患者康复
出院时， 内心都充满了喜悦和满
足。” 王国鹏说， 高原地区耳科
疾病的高发率及当地医疗资源
的 匮 乏 ， 让 他 更 加 珍 惜 在 拉
萨的每分每秒 。 “我希望能够
在有限的援藏时间里， 将自己掌
握的诊疗技术都传授给当地医
生， 实现由 ‘输血’ 到 ‘造血 ’
的转变。”

藏 族 医 生 德 吉 白 姆 感 慨
道 ： “王老师不仅教我们如何
做手术， 更重要的是教会了我们
如何成为合格的医生。 即使王老
师 离 开 了 拉 萨 ， 我 们 也 会 继
续 努 力学习 ， 为高原地区的耳
科疾病患者提供优质的医疗服
务。”

基层农牧区的“健康使者”

除了日常的医院工作， 王国

鹏的身影还频繁出现在西藏的基
层地区。 他随同北京援藏医疗队
先后赴尼木县塔荣镇、 当雄县纳
木湖乡、 阿坝林卡社区和墨竹工
卡县唐加乡等， 开展一系列医疗
义诊和健康宣教活动。 冬天的一
个清晨， 在墨竹工卡县唐加乡，
当地群众听说有北京的医生来义
诊， 早早就聚集在了镇子的广场
上。 王国鹏和北京援藏医疗队专
家们迅速设立临时诊疗点， 开始
为群众进行疾病筛查和初步治
疗。

“医生， 我这只耳朵听不见
了， 您看看是怎么回事？” 一位
藏族老阿妈拄着拐杖， 艰难地走
到王国鹏面前 。 王国鹏立刻 放
下 手 中 的 工 作 ， 细 心 地 询 问
起老阿妈的症状 。 老阿妈告诉
他 ， 她的左耳已经疼了好一阵
子， 而且听力也逐渐下降， 现在
几乎已经听不到任何声音了。 王
国鹏为老阿妈进行了初步检查，
他发现老阿妈的鼓膜已经穿孔，
似乎还有其他更严重的并发症。
他立刻联系将老阿妈送到拉萨市
人民医院进行治疗 。 在拉萨市
人民医院里 ， 王国鹏为老阿妈
安排了全面的检查， 发现她患的
不仅仅是鼓膜穿孔问题， 还涉及
到其他更复杂的并发症。 在拉萨
市人民医院医生和护士的精心照
顾下， 老阿妈的病情逐渐得到了
控制。

“每当我看到患者从病痛中
恢复、 从绝望中重燃希望， 就感
到我们所有的付出都值得。” 王
国鹏眼中闪烁着坚定的光芒。 他
用实际行动铺筑 “健康天路 ”，
守护西藏百姓健康， 诠释了共产
党员的初心和使命， 彰显了医生
的责任和担当。

铺筑“健康天路” 守护西藏百姓健康
———记北京友谊医院耳鼻咽喉头颈外科中心主任医师王国鹏

甘作养菊技艺传承人
首都劳动奖章获得者、 天坛公园花卉中心菊花班班长尹家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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