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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这本书展示的是广大医疗卫生工作者中蕴藏深厚、弥足珍贵的献身精神，值得大家一读。
为了探索食管癌病因的奥秘，减少这一严重疾病对人民群众生命健康的威胁，从上世纪六十年代开始
，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一批又一批的医疗卫生工作者扛着行李，从繁华的大都市远赴贫困闭塞的
河南林县，开展了长达四十余年的食管癌防治研究工作。
他们之中，有在全国和国际上享有盛名的专家，也有刚刚走上医疗工作岗位的热血青年。
他们与当地群众一起啃糠窝窝、喝苦井水，象普通乡村赤脚医生一样走村串户、送医送药。
他们克服了许多令人难以想象的困难，白手起家，团结协作，创造性地开展了大量的流行病学研究和
科学实验。
经过几代人的不懈努力，使当年缺医少药、疾病丛生的林县，变成全国乃至世界闻名的食管癌防治基
地。
他们以自己实际行动，诠释了全心全意为人民健康服务的宗旨，写下了中国抗癌历史的新篇章。
肿瘤医院医疗队经过长期的努力，不仅在食管癌防治研究方面取得突出的业绩，也创造了宝贵的精神
财富。
他们表现出来的那种不怕困难、艰苦奋斗的精神，勇于拼搏、自主创新的精神，团结协作、和谐共进
的精神和敬业奉献、全心全意为人民群众健康服务的精神，值得全国医疗卫生工作者永远继承和发扬
。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卫生事业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也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卫生改革与发展任重道远
。
面对广大群众健康需求的变化，面对卫生工作肩负的繁重任务、面对提高人民健康水平的光荣使命，
医疗卫生队伍迫切需要发扬光大这种可贵的精神力量。
《抗癌铁流》这本书的编辑出版，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弥足珍贵的精神宝库，对于引导全国的医疗卫生
工作者淡泊名利、刻苦钻研、甘于奉献、忠实服务，必将产生积极的影响。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抗癌铁流>>

内容概要

　　《抗癌铁流》展示的是广大医疗卫生工作者中蕴藏深厚、弥足珍贵的献身精神。
 从上世纪六十年代开始，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一批又一批的医疗卫生工作者扛着行李，从繁华的
大都市远赴贫困闭塞的河南林县，开展了长达四十余年的食管癌防治研究工作。
他们之中，有在全国和国际上享有盛名的专家，也有刚刚走上医疗工作岗位的热血青年。
他们与当地群众一起啃糠窝窝、喝苦井水，象普通乡村赤脚医生一样走村串户、送医送药。
他们克服了许多令人难以想象的困难，白手起家，团结协作，创造性地开展了大量的流行病学研究和
科学实验。
他们以自己实际行动，诠释了全心全意为人民健康服务的宗旨，写下了中国抗癌历史的新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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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救人英雄2.四十年后的回访九、今日之林州1.“遏制命运的咽喉”2.全国最好的乡卫生院十、医疗队
精神代代相传1.食管癌防治基地是传统教育的“现场”2.食管癌防治基地成为宣传院所抗癌斗争历史的
窗口附录一附录二附录三后记编后语出版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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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2.“打牙祭”“打牙祭”是革命战争时期我军常用的一个词，是对偶尔改善伙食的一种称呼。
谁想在解放若干年后，在林县工作的医疗队仍然广泛流传着这个说法。
在1972年以前，下到林县的医疗队的队员们都到老乡家吃派饭。
林县地区落后，群众日子过得艰难，加上当时特殊的历史环境，医疗队下乡还有一个主要目的：接受
贫下中农再教育。
在医疗队中有严格的纪律：不准在群众家吃肉、蛋、水果等高级食品。
虽然老乡们拿出家里最好的招待，也不过是碗面食，而这点面食也常常省给了老乡的孩子，队员们大
多跟着老乡吃糠咽菜。
当地农民一天基本都吃两顿饭，队员去了，也只能跟着吃两顿。
饿了，老乡在自家再找点什么填填肚子，队员却只能按着“咕咕”作响的肚子忍着。
时间一长，肚里就没有了油水，空空的，一天下来，主要的感觉就是饿。
医疗队除了下乡送医送药，巡回医疗，搞调查研究，有时还要参加当地的生产劳动，每天的活动量很
大。
对于一些年轻的医疗队员，饥饿感更加强烈。
所以，“打牙祭”就成了队员们一种奢侈的享受。
最初医疗队驻在任村，任村属于深山区，没有公路，交通不便，距离县城有50华里。
1969年以后医疗队改到姚村设点，这儿虽然有了公路，但离县城也有25华里。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医疗队里的代步工具就是自行车，有时调配不开，就只能靠两只脚板往返。
冬天，如果碰上下雪天，骑车也是件受罪的事。
林县的冬天很冷，雪经常下得很厚，路又不好。
尽管如此，队员们还是很愿意到县城去出趟“差”开个什么会，因为到了县里可以打打牙祭，吃上一
顿饱饭，虽然没有大鱼大肉，但起码可以让饥肠辘辘的肚子暂时充实起来。
在县城，路边还经常会有卤煮的猪下水卖，当地人不吃这种东西，队员们看到总要买上一些解馋，边
走边吃，常常走不到驻地，手里的猪下水就被啃光了。
1972年，院所给医疗队派来了一个厨师，队员们不用再到老乡家吃派饭，但是在伙食上依然很清苦，
在这方面仍然有严格的规定。
当时的伙食基本上是玉米面窝头、二米饭、红薯面，队里只能偶尔让厨师改善一下伙食给队员打打牙
祭。
每一次队里做上顿好饭，队员们都像过节一样高兴。
记得一天早晨，晨雾还未散去，已经下地的老乡惊奇地看到平常温文尔雅的医疗队的大夫们，都眉开
眼笑的往医疗队队部里跑，不知发生了什么事。
后来才知道，今天改善伙食，各小队接到通知回队部吃早餐。
早餐是小米粥和炸油饼，小米粥随便喝，油饼一人一个。
多年以后，有的队员还念念不忘那顿早餐，那油饼可真香啊！
公费的打牙祭毕竟是偶尔的，大家肚子里的油水还是一天少似一天。
为此队员们创造出了各种“自力更生”打牙祭的方式。
一年，医疗队里年轻人居多，他们运动量大，吃得也多，由于没有油水，肚子总是饿。
实在熬靠得受不了，白天得空就用弹弓打野鸽子和麻雀，晚上偷偷溜到田间和小河边，用手电筒照着
逮田鸡（青蛙），回来后交给厨师红烧解馋。
他们虽然不违反我军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却为医疗队的纪律所不允许。
所以，那些年轻的队员都受了批评，写了检查。
又一年，申榕年大夫带队。
一次休息日，申队长带着队员到邻村的小河摸鱼。
已是秋季，河水很凉，队员们仍然是不顾一切挽起裤腿跳入河中，抓回来一大桶，不知谁还抓到了一
只甲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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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兴高采烈地抬着桶，扛着甲鱼回驻地，不想惊动了老乡们，村里人都围上来看热闹。
当时的林县人不吃鱼，有人看了不解地问：“申队长，你们弄这些东西干什么用？
”“喔，我们搞点标本。
”申队长不动声色地很快回答了一声，队员们都躲在背后偷偷地乐。
那一天的午饭，搞到的“标本”成了队员们盘中的美味，这一餐也成了这一批医疗队队员在林县工作
期间最令人回味的一顿牙祭。
“尽管当时生活非常艰苦，但在医疗队中没有人骂三骂四，大家只有一个想法，来了就是为人民服务
的。
”老医疗队员陆士新院士回忆起那段艰苦而又充实的岁月，曾经这样感慨地说。
3.辘轳、医生和水林县缺水，所以林县人民修筑了举世闻名的红旗渠。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医疗队员虽然没有赶上用水最艰苦的时候，但是，打水却一直是工作生活中一项
重要的任务。
医疗队每天的第一件工作就是打水。
医疗队驻地旁边有一口几十米深的井，需要用很长的大绳和辘轳才能打上水来，城里人没用过，刚开
始水桶往井里一扔却怎么也灌不进水去，好不容易灌进了水，一不留神辘轳把儿又脱了手，咕噜噜⋯
⋯嘭！
摇到井的半截腰的水桶又掉到井里。
最初，要反复折腾多次，才能把一个水车灌满。
说到水车，是医疗队员们用一个汽油桶改装的，把一个大汽油桶放倒在平板车上，在桶的上部开个方
口作为进水口，下边再凿个小洞接一根胶皮管作为出水口。
水车灌满了，两人在前面拉，后面要有人推，这样一来，往往需要五六个人一起干才能完成一天的打
水任务。
如果遇上雨雪天气，就更增加了打水的难度。
滑溜溜的井台，一眼望不到底的深井，足以让女队员们心惊肉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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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2001年5月我奉调到肿瘤医院工作，第一次出差就是去河南林县。
林县，在我们这代人心里有很深的英雄情结，因为林县人民在缺吃少穿的年代，自力更生、艰苦奋斗
修建了人间天河——红旗渠。
作为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的院长，除此之外，我还有更多的关于林县的情结，因为那里有我们的
肿瘤事业。
当年，因为林县食管癌高发，党中央、国务院做出了派中央医疗队长驻林县，帮助林县人民解决食管
癌的指示。
肿瘤医院在李冰书记和吴桓兴院长的带领下走进了防治食管癌的最前列。
如今，风风雨雨四十多年过去了，我们克服了那么多的困难，取得了那么多令世人瞩目的成就。
作为承上启下的人，我们有责任认真总结过去的经验，开创肿瘤防治事业更美好的未来。
我曾多次说过，中国的医生是世界上最好的白衣兵团。
他们拿着世界上差不多最少的薪水，却担负着为世界五分之一的人口谋健康的重任。
来到林县我更加强烈地感受到了这一点。
在过去的四十几年间，我们肿瘤医院的医务、科研、行政人员扎根在边远落后的林县山区，无论是名
医、院士还是普通员工，在那样艰苦的条件下，都兢兢业业的工作，没有人埋怨，更没有人当逃兵。
现在，我们的医生走在林县乡村的土路上，仍会有光屁股的孩子沿街调皮地喊他们的名字。
他们把自己最美好的年华都献给了那里的病人，献给了当地的食管癌防治事业，真正把中国农民的疾
苦当作自己的事情，甘于奉献，勇于牺牲。
“任务因为艰巨而光荣，行动因为坚持而难能”，扎根农村，献身肿瘤防治事业，我们肿瘤医院的员
工用自己的青春和汗水在整个医疗界创造了一个光辉的典范。
我们没有理由不为他们颂扬！
在我的印象里，过去的医学界是没有“现场”这一概念的，医学研究都是在实验室进行。
林县食管癌高发现场的建立，是一项具有开拓精神的创举，它是肿瘤院所几代知识分子走出书斋，积
极探索、勇于实践、默默耕耘的明证。
它的意义不仅在于使高发现场的发病率和死亡率极大的降低，重要的是走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
克癌”之路。
在这条道路上，他们用外国人难以置信的低投入，取得了令外国同行也为之惊叹的科研成果。
这些成果让世界认识了中国，也让国际同行认识了中国的科学家。
“要了解食管癌，请到中国的研究现场去！
”——最美的赞扬来自同一起跑线上的人，我们怎么能不为他们骄傲！
回顾几十年林县现场的工作，再考察现在林县的医疗卫生体系，我认为，林县食管癌防治工作的成果
不仅是使当地食管癌的发病率和死亡率极大的降低，更为重要的是探索出了一条解决农村医疗困难的
路子，那就是培养当地医务人员，为当地留下一支永远不走的医疗队。
在中国，农村缺医少药仍是非常严重的。
医学生毕业以后往往愿意留在大城市，留在好医院，这种选择有利于自己的发展，本也无可厚非。
但是成千上万生活在偏僻农村的农民怎么办？
他们也吃五谷杂粮，一样会生病，一样需要医生。
中国农村的赤脚医生曾经向世界表明他们为解决农村缺医少药的问题创出了新路，农民有病可以不出
村就解决。
但是赤脚医生并没有得到足够的扶持，他们缺乏正规的培训，医疗上时常发生差错，所以渐渐受到社
会的冷落，市场经济的冲击又使许多赤脚医生失去原来的面目。
我们医院派出的医疗队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就非常有远见地担负起了培训当地医务人员的重任，几十年
的辛勤劳动，现在已经结出了累累硕果：林县姚村卫生院作为一家乡镇医院，食管癌手术一年居然接
近1000例，位居全国前列，在中国乃至世界医学史上都可以说是个奇迹。
如果中国的大医院都扶持出几个像姚村这样的卫生院，中国的医疗卫生事业将是怎样一番欣欣向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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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象啊！
现在，全党正在开展以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的教育活动，回首这些年林
县现场的工作，在那些成绩的背后，有一个重要的理念做支撑，那就是代表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
。
林县食管癌高发，日理万机的国家总理没有无动于衷，做出一系列指示解决食管癌的问题；我们的老
书记、老院长在那么困难的条件下，没有懈怠、没有停滞不前，而是运筹帷幄，积极努力，为林县人
民的食管癌防治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新时期，院所各届领导班子仍然十分重视林县食管癌防治基地
的工作，积极寻求国际合作，使食管癌防治工作不断取得了新的进展。
“回首过去，我们豪情满怀；展望未来，我们任重道远”——“全心全意为病人服务”，这是我们过
去做好一切工作的指南，今天它仍然是我们矢志不渝坚持的方向。
中国的医疗卫生工作正艰难地向前发展，正像林县发生的变化一样，已经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但
是我们必须更加努力。
在进入小康社会之后，13亿人口的医疗问题更加突出，更加紧迫，更加充满挑战。
我相信，在林县精神的指引下，沿着前辈开辟的道路，肿瘤院所的全体员工会继续奋发图强，以更加
饱满的热情，更旺盛的斗志奋勇前进。
未来属于不懈追求的人们，我们会不断战胜困难，我们的事业一定会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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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从上世纪六十年代开始，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一批又一批的医疗卫生工作者扛着行李，从繁华的
大都市远赴贫困闭塞的河南林县，写下了中国抗癌历史的新篇章。
《抗癌铁流》的编辑出版，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弥足珍贵的精神宝库，对于引导全国的医疗卫生工作者
淡泊名利、刻苦钻研、甘于奉献、忠实服务，必将产生积极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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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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