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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26日，上海市龙华殡仪馆，
天蒙蒙亮就有市民陆续赶来，与吴
孟超院士告别。

上午8点30分，中国共产党优
秀党员、中国科学院院士、国家最高
科学技术奖获得者、原第二军医大
学副校长吴孟超同志遗体告别仪式
开始。

大厅内，《国际歌》奏响，这是吴
孟超生前最喜欢的一首曲子。

鲜花丛中，吴孟超面容安详，穿
着生前最喜欢的军装，覆盖鲜红的
党旗。身后的照片笑得十分慈祥，两
旁的挽联写着：一代宗师披肝沥胆
力拓医学伟业，万众楷模培桃育李
铸就精诚大医。

悼念的人群缓缓进入大厅，他
们面朝遗体，手持鲜花，鞠躬绕灵，
与站在左侧的吴孟超家属一一握
手，除了轻轻地道一声“保重”，还有
更多地表示“感谢”。

送别的人中，有八旬老者，也有
2 岁多的幼儿，有的与吴老从未谋
面，却都心怀敬仰，在吴老灵前深深
鞠躬，或站立敬礼。

大厅外，80岁的援越抗美老战
士杨友泉，拿着2009年和吴孟超的
合影，与身边人分享着《怀念吴老
为我“算账”》的故事：“我当时已经
被肝病折磨了 44 年，想找吴老换
肝，可吴老给我算了一笔账，用剩
余一半的肝还能再活 22 年到 90
岁，瞬间给我了人生希望。今天我
还活着他却先走了，但他会永远活
在我们心中！”

30 岁的付晓婧，一夜未眠，
眼泛泪光地带着鲜花和手抄的
500 份网友寄语前来，“来不及去
送袁（隆平）爷爷，今天特地来送
吴 爷 爷 ，我 作 为 召 集 者 及 代 笔
者，深感其厚重，现在亲手送来
灵前，等过阵子把没抄完的再送
来给吴爷爷看。”

一份份按时间序列排好的留言
写道：“遥叩先生医者仁心，流芳千
古！”“吴爷爷小辈送您来了，一路走
好！”……最后一张，落笔是26日3
点10分。

“最好的祭拜就是奋起，虽然我
们每个人职业不同，但是应该在自
己岗位上认真工作，去付出、去产
出，有多大能量，就贡献多大能量，
以此纪念伟大的科学家。”早晨6点
多从奉贤区赶来的高校老师郑敏荣
哽咽地说。

“我是吴老师 1992 年的博士
生，作为一名麻醉科医生，我和吴老
在手术室共事了25年。印象最深的

一次是吴老给他女儿做手术，一个
瘤一个瘤地摘，很煎熬，那场手术不
仅是一场专业课，更是一堂人文课，
如何为人父、为人师，老师的优良品
德将影响我一生。”俞卫锋说。

“我来自杭州”“我来自威海”
“我来自广州”……大厅前的路被
全国各地的人群挤满，他们依依
不舍、缓缓前行，在灵车驶出时，
再次深深鞠躬，齐声道：“吴老，您
一路走好！”

一路向西，在上海嘉定区，有一
座吴老亲手筹建的东方肝胆外科医
院安亭院区，这是吴老生前最惦念
和最牵挂的地方，生前他即使坐着

轮椅也时常要来看看。
26日下午，阴霾了许久的天空

也终于控制不住自己的“泪水”。
大雨中，送别的队伍绵延数里，

院外的环卫工人，院内的医护人员，
还有穿着病号服的患者以及家属，
他们站在雨中等着吴老来，就怕错
过最后一面。

“吴医生，感谢您的救命之恩”
“胸怀肝胆，永垂不朽”“吴老，欢迎
回家；吴老，一路走好。”

一条条横幅、一声声道别，已让
人分不清眼前的是雨水还是泪水。

新华社上海5月26日电
新华社记者 龚雯 孙鲁明 袁全

吴老一路走好

5月26日，上海以一场雨，送别
吴孟超，一个不凡的中国人。

吴孟超为什么不凡？
有人统计过，在吴孟超长达75

年 的 从 医 生 涯 里 ，拯 救 了 超 过
16000名患者的生命。“16000”，写下
这个数字不难，但每个患者背后，都
是多少亲人的煎熬与眼泪？吴孟超
就是那个走进无数个暗夜之中，牵
起手带着他们走出来的人，一个让
患者能够托付生命的人。

但“16000”这个数字，远不足以
概括吴孟超的全部。

全世界再也没有人比他更了解
中国人的肝脏。他让中国在这个领
域平视世界。

20世纪50年代初，中国肝脏外
科还是一片“手术成功率几乎为零”
的未知荒原，外国医学代表团抛出

傲慢判断：“中国的肝脏外科，要想
赶上世界水平，最少要二三十年时
间！”吴孟超夜不能寐，披衣起床写
下一份立志要“闯禁区”的报告，誓
言“世界肝脏外科界不能没有中国
的声音！”

他不懈奋斗，创立了“五叶四
段”解剖学理论，奠定了中国肝脏外
科的理论基础；创立间歇性肝门阻
断切肝法，提高了肝脏切除术的安
全性；完成第一台成功的肝癌切除
手术和世界第一例中肝叶切除术；
提出“二期手术”概念，使巨大肝癌
患者的术后 5 年生存率实现飞跃
……

如今，他走了，无数人前来送
行，有被他治愈的患者，更多的人，
与他并无接触，来此，只为表达由衷
的致敬与铭记。

吴孟超说过一句话：“唯有不竭
的爱，能够照亮一个受苦的灵魂。”
他早已功成名就，但九十高龄仍然
坚持在手术台前。从医几十年，他有
一个习惯从未改变，就是把手在口
袋里捂热后再做触诊。每次做完检
查后，他都要帮患者把衣服拉好、腰
带系好，弯腰把鞋子放到他们最容
易穿的地方——仁者爱人，大医精
诚，莫过于此。

吴孟超以99岁高龄辞世，他的
一生与中国共产党的历史重叠，他
的一生，也是这百年沧桑的浓缩。他
生前接受采访，常说这一生有三条
路走对了：回国、参军、入党。他常说
的还有另一件事：1940 年，他毅然
从马来西亚借道越南回国参加抗
日，西方殖民者羞辱中国人没文化，
通过关口时不允许中国人签字，只

能按手印，否则不给通行。他反复抗
争，依然无效，为了早日回到祖国，
只能屈辱地按下手印。这个手印，不
仅仅是一个人，而是一个民族，这一
百年刻骨铭心的记忆：

不甘屈辱，自强不息，中国人要
站起来！

放在这一百年的时间跨度，我
们才会更清晰地理解吴孟超这个中
国人——一位医生，一名军人，一个
共产党员。

这个仁心仁术的医生、战斗至
死的军人、一切奉献给国家民族的
共产党员，怀着一片丹心，与我们永
别了。

把他那颗仁爱的、赤诚的丹心
传递下去，是对吴孟超最好的铭记。

新华社上海5月26日电
新华社记者 肖春飞 王默玲

肝胆不忘一寸丹

5 月 26 日上午，上海龙华殡仪
馆。吴孟超院士的学生和同事们，几
乎都来了。

回国、学医、参军、入党，“中国
肝胆外科之父”吴孟超的一生，犹如
一曲壮美的乐章，将青春和生命融
进了祖国的山河。

在吴老的带领下，我国肝癌
手 术 成 功 率 从 不 到 50% 提 高 到
90%以上，从死神手中夺回超过
1.6 万名患者的生命，创造了医学
界的传奇。在吴老的身后，一批年
轻有为的肝胆外科医生，已经积
厚成器。

麻醉科医生陆智杰与吴老搭台
做麻醉多年。在吴老生命的最后时
刻，陆智杰赶到病房，摸着吴老那双
拯救过无数肝癌患者生命的手，没
能忍住眼泪。

“吴老是严厉的，不要指望他会
表扬你，他不吭声就是对你最大的
褒奖。”陆智杰回忆，每当高难度的
肝脏手术顺利完成后，吴老就开心
得像个孩子，会在房间里转圈。等到
医生回答“血压心率都正常”后，他
才挥挥手，一言不发走了。

陆智杰印象中最深刻的是一台
肝巨大肿瘤手术。病人在手术中出
了 1 万毫升血，相当于全身血液换
了两遍。等病人顺利返回病房后，吴
老看着陆智杰，嘴里吐出3个字“辛

苦了”——这，成为吴老一生对陆智
杰唯一的一次“表扬”。

护士长程月娥和吴孟超搭档
30 多年，在程月娥的印象中，吴老
特别爱干净。“吴老曾给我说过，如
果我真在手术室倒下了，记得给我
擦干净，不要让别人看到我一脸汗
水的样子。”程月娥说，吴老逝世后，
她和同事们把老人家护理得干干净
净，给吴老换上了最心爱的军装，然
后一路护送到龙华殡仪馆。

吴老生前喜欢穿军装。每年大
年初一，吴孟超都会穿着军装，带领
值班医护人员，到病房里去给住院
病人拜年。通常，吴孟超会先搓搓双
手，再将温暖的手伸向病床。

“吴老说，大年初一不能回家的
病人，得的都是大病，要投入多一
些。”海军军医大学第三附属医院护
理部主任李丽跟随吴孟超工作多
年，从未见过吴孟超对病人说句重
话，他的严厉都给了学生。

挨骂，几乎成为所有学生们的
共同记忆。一个人挨了骂，另外的人
就会上前安慰他：“吴老骂你，是因
为他没有放弃你。”

跟随吴孟超 36 年的博士严以
群写的“医嘱记录单”，吴孟超翻
来覆去看了几遍没发现大毛病，
仍把桌子敲得“咚咚”响，说是字写
得不好。

“他总是能在你最熟悉的领域
找到你想不到的错误。”严以群说，
他办公室的墙上，挂有一份和规章
制度钉在一起的检讨书，那是当年
他代开一张处方单后写下的 3000
字反思。

对于胆道外科医生姜小清来
说，吴孟超这个名字分量更重一些，

“师父师父，亦师亦父”。姜小清在吴
老身边工作了40多年，没少挨骂。

“用药贵了会被骂，病历写得再
好，也会被他挑出毛病。”姜小清现
在已经是科主任，成为全国著名的
胆管外科专家，他首创的姜式吻合
法，术后并发症低，他主刀的手术用
药少、耗材省。

“都是被吴老骂出来的。”姜小
清说。

吴孟超骂人总能骂到点子上，
很多学生被他训多了，也就训成了
一流专家，养成了同样的严谨作风。
这种作风后来被提炼成为“勇闯禁
区、勇于创新、勇往直前、勇攀高
峰”，成为吴孟超精神。

吴孟超生前常对学生说：“让别
人去享受‘人上人’的荣耀，我只祈
求你们善尽‘人中人’的天职。有些
医生永远只能收到医疗费，但我愿
你们收到更多别人的感念。”

消化内科医生胡冰在冷雨中排
队。在军校读书时，胡冰就经常听到

“吴孟超”这个名字。后来吴老来学
校与青年学生座谈，谈到了自己的
求学经历、工作感悟和勇闯肝脏禁
区的历程，他鲜明的人格魅力深深
地吸引了胡冰。

“他身上就是有这样的魅力，让
人见了一面就愿意追随。”胡冰说。
在填写留校个人意向时，胡冰不假
思索地填报了“肝外科”，并且如愿
以偿一直跟随吴老，在这个领域一
干就是30余载，如今已是全国知名
专家。

吴老走了，医院的走廊里再听
不见他“关灯！关灯！怎么又不关
灯”的喊声，学成归来的年轻人再
也见不到那双“欢迎回国”的大手，
他的病人们再也收不到吴老发出的
新春贺卡。

载着吴老骨灰的灵车没有直接
驶向墓地，而是前往海军军医大学
第三附属医院安亭院区。那里，是吴
老战斗到最后一刻的地方，90多岁
高龄的吴孟超还在这里奔波甚至亲
自上台手术，他要把这里建成一座
世界一流的肝胆医院。

“他对病人只有济世苍生，没
有贫富贵贱。”海军军医大学第三
附属医院院长许劲松说，那是一
种信仰。

新华社上海5月26日电
新华社记者 黎云 孙鲁明

斗重山齐，不言而信
——学生和同事们眼中的吴孟超院士

5月26日，人们在龙华殡仪馆为吴孟超院士献花。 新华社记者 王翔 摄

2021年度长三角地区主要领导座谈会26日在
江苏省无锡市召开。长三角地区一体化发展第一轮

“三年行动计划”于2020年底收官，新一轮“三年行
动计划”即将开启。

第一轮“三年行动计划”实施318项任务，其中
196项已完成，122项取得阶段性成果。这些项目破
除区域壁垒，加速区域一体化，释放大量民生红利。

互联互通增便利

过往，吴企平去上海嘉定看望女儿，总要七弯八
拐绕上半个多小时，现在开车仅需几分钟。

吴企平家在江苏省太仓市陆渡村，紧邻上海嘉
定区。由于中间隔着一条新浏河，加之地处省际交界
处，两地之间道路一直未贯通。

2020年6月28日，列入长三角一体化首批省际
断头路贯通计划的岳鹿公路贯通，对接嘉定城北路，
两地之间通行时间从原来半个多小时缩短至数分钟。

第一轮“三年行动计划”中，共有17条省际断头
路纳入任务之中，截至 2020 年底，已有 5 条道路贯
通，余下道路正在推进建设中。

高速公路省界收费站全面取消、高铁营业里程
超6000公里、“长江港航区块链综合服务平台”上线
……过去3年，数十项交通互联互通项目实施，进一
步压缩了长三角城市间的时空距离。

3年来，公共服务互联也在加速。区域内41城实
现医保“一卡通”，门诊可直接结算；83项政务服务
事项实现“一网通办”；10个有轨道交通的城市实现
地铁乘车“一码通行”。

共建共享添福利

77岁的蔡老伯是江苏无锡人，患有慢阻肺30余
年。近年来，其病情症状不断加重，以致日常生活难
以自理。

2019年，上海瑞金医院无锡分院投入运营，337
名来自上海的专家在无锡完成多点执业注册登记，并
定期开展诊疗活动，为无锡市民带来上海医疗资源。

在瑞金医院无锡分院入院治疗后，身处上海的
专家通过远程会诊平台为蔡老伯制定诊疗方案，老
人病情逐步好转。

从今年4月19日起，江苏宜兴太华镇1594户居民和
企业就近取电，用上了“安徽广德电”。借助“外电”供应负
荷1000千瓦，这个省际交界处的小镇用电更有保障。

无锡宜兴供电公司设备部主任王勇介绍，过往，
省级交界处电力配网处于刚性隔绝状态，多为单电源
供电，遇恶劣天气，配网末端用户常遭遇断电。在一体
化建设推动下，宜兴、广德实现跨省配电联络，相当于
为两地交界处居民、企业用电提供了“双保险”。

从跨区医疗、跨省配电到共建高品质旅游目的
地，从共促体育联动发展到深化区域养老服务合作，
过去3年，长三角三省一市实施一系列跨区共建项
目，给区域内居民带来诸多福利。

联防共治享红利

2020年以来，上游安徽郎溪县逐步退出青虾养殖后，下游位于江
苏溧阳市境内的天目湖水质更加清澈了。

天目湖是江苏生态旅游示范区，也是溧阳市民的“大水缸”。2020
年1月至3月，因上游郎溪县凌笪乡青虾养殖户累计排放约300万立方
米污水进入天目湖，引发一场“水质危机”。

危机发生后，溧阳与郎溪建立生态补偿机制，通过财政转移支付等方式
给予合理补偿，引导上游养殖户退出青虾养殖，令天目湖水质比以往更优。

下游治理、上游污染，是跨区域河流、湖泊治污的一大难题。推进一
体化发展，完善生态补偿机制，建立污染赔偿机制，长三角地区走出一
条环境共治之路。

在探索环境共治的同时，“信用长三角”建设也初显成效。截至
2020年底，三省一市通过“信用长三角”网站公示区域联合奖惩名单信
息240余条，约80家企业被区域金融机构落实信贷约束措施。

协同推进“满意消费长三角”行动，全面推行普通商品线下无理由
退货、异地异店退换货。截至2020年底，已发展异地异店无理由退货承
诺企业400余家。

新华社南京5月26日电
新华社记者 朱国亮 何磊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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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月 26 日，参展工作人员
（左）在数博会上向参会者介绍
5G智慧电力。当日，以“数智变·
物致新”为主题的2021中国国际

大数据产业博览会（简称“数博
会”）在贵阳开幕，会上的 5G 应
用、智能机器人、大数据等展示引
人瞩目。新华社记者 杨文斌 摄

创新科技闪耀数博会

新疆铁路部门接触网工乘坐检
修专用车辆对乌北站铁路接触网设
备进行集中检修（4月22日摄）。

断了线的风筝、燃放的孔明
灯、废弃的塑料袋……这些行踪
不定的轻飘物对高铁线路的运行
安全有着重大影响，轻则影响行

车秩序，重则对接触网设备造成
不可逆转的损伤。有这么一群人，
他们除了日常设备检修，还要定
期在铁路沿线进行异物巡查，及
时清理铁路电网上的异物，被称
为“追风筝”的人。

新华社发 段亚楠 摄

“追风筝”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