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春天里的大地，花花草草，历经
前一天的春雨洗濯，水灵灵的。忽儿，
跟着吹了微风来，这就闻到了淡淡的
花香。 疫情中宅在家里的我，走到自
家后花园，禁不住深吸了几口气。 突
然电话响起：“告诉你一个不好的消
息，今天下午三点，金老走了！ ”

“这……”我跌坐在花园的石凳
上，目瞪口呆！

电话， 是好友张卿先生打来的。
从 5 年前，老金（1998 年见金敬迈第
一面，他便如此强烈地要求我们必须
这样称呼他 ）住院，我和张卿每年总
要去医院探望他两三次，时刻关注着
他的病情。

我就这么木然地坐在石凳上，
认识老金 22 年来的点点滴滴，翻
江倒海般回到了记忆中。 那年，我
也是在这样的春光中，首次邂逅老
金的。

邂逅老金
头回见老金，开场就很有趣。 那

是在五羊新城明月一路朋友所开的
一家书店的二楼。

“这是著名作家金敬迈，金老。 ”
书店张总向我介绍坐在小会议桌边
的他。

“怎么又忘了？ 老金！ ”金敬迈用
戴了老花镜的眼斜张总， 口气挺严
肃。

“是，老金、老金。 ”张总急忙改
口。

“老金，您好！”我倒局促了，结结
巴巴，向他伸出手。 心里所一时涌起
的敬仰、激动，被他冷峻的诘问给压

了回去。
1979 年底我入伍当兵，在

此之前便已知晓了金敬迈的
名字，那是因了他的那本家喻
户晓的小说《欧阳海之歌》。 我
读它在初中，不过，书的封面
封底已残破不堪，内容更没了

头尾。尽管如此，我还是入了迷，深受
欧阳海英勇行为感染，从此，一门心
思长大后要当兵去。

后来我还听说，同期兵中，另一
位也是看过《欧阳海之歌》后发誓要
当兵。 如此，金敬迈的名字怎么会记
不得呢？

但我并未想到，会在二十多年以
后见到他。

此时的老金已是满头银发，微微
偏分，飘逸洒脱；面色红润；双目犀
利、睿智。他站起身腰板挺直，虽已到
七旬年岁，可是见不到丝毫的老气横
秋、老态龙钟。尤其，他那浑厚的男中
音，纵是在说着闲话，亦尽显其感染、
亲和力。

其时，这家书店正筹办着以老金
为会长的“读书与旅游联谊会”。素爱
读些书和旅行的我，踊跃加盟。

长者的真诚
老金为人做事就实避虚。 我记

得，在已故广东作协副主席、著名散
文家杨羽仪先生倡议下，以“读书与
旅游联谊会”为班底，成立“广东旅
游文化传播委员会”，公推老金为名
誉会长。 老金当仁不让，并没有把它
看成可有可无的虚衔， 而是热心参
与其中。 那会儿，我尚在军中服役，
不便参加有关活动， 却常听说老金
带领会员东奔西走，考察景区景点、
课题调研、编写旅游图书、采风、主
编文集……

2002 年秋， 我走上军队离休干
部休养所工作岗位，职业使我同早已
住进原广州军区政治部某干休所的
老金交往更是频密，时常会到他颇显
凌乱的家闲聊和求教。 愈加熟悉之
后，我 2008 年出版散文集时，自然地
想到请他来题写书名。

“我这臭字可拿不出手。 ”老金不
肯，但分明不是那种摆架子的说辞。

“你名气大嘛！ ”我说的是大实

话。
见我诚恳，他还是用我带去的笔

墨纸，耐心写了几幅。
“你去挑吧。 ”他说。
他的毛笔字一如他的性格，在硬

朗中蕴含着不羁和洒脱、俊逸。
“看来，我这字还真得练练。 ”临

出门，他谦逊起来。
他题写的书名为我这本书增添

了一抹亮色和一份厚重。
见老金好说话，我这就得寸进尺

了。
2012 年，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我的另一本散文集《阳光裹着记忆》。
我忙着跟风，就又去找老金，麻烦他
写上百十字推荐的话，以印在封底充
大头。这是一本纯粹叙述女性人生故
事的散文。 不想老金翻过书稿，直截
了当说道：“你先回， 待我仔细看过，
再写给你。 ”这回，他一点儿也不推
辞。

大概一星期后，我到他家去。 当
我从他手里接过推荐语时，顿时惊呆
了。 那哪是一段话，分明就是一篇有
见地且多有溢美之词的评说文章啊！
“老金，这！ ”我一时激动，不知该怎
么说。

“不，谢政委，这篇短文不是你叫
我写的，是我看了你的文章，禁不住
自己想写的。”老金显出少有的严肃，
话里透出长者的真诚。

老金用心看过我这书稿里 29 篇
散文。我把老金的这篇短文用作了书
的序。

不写别人写过的东西
记得广东旅游文化传播委员会

成立大会。老金被主持人请上台作即
席演讲。 毫无准备的他淡定从容，继
而用发自丹田之气说道：回家！

“旅游，就是回家，心灵的回家！”
他那低沉浑厚的中音，绕梁回萦。

台下爆发出热烈的掌声。

我听得尤为真切，深深为他的演
讲风采所折服。 忙掏出纸笔，赶着紧
把他的演讲记录下来。 数日后，我将
这篇未加修饰、也未征询过他的原始
记录，寄给西安《美文》杂志。“真的很
棒，尽快上刊。 ”陈副主编在电话那头
说。

与老金交往越久，我越是感觉到
他与普通人并没两样：机敏、幽默，甚
至有时表现出孩童般的天性。 例如，
我俩每逢见过面或通罢电话，他都会
叮嘱我：问石大姐好！而他口中的“石
大姐”实为我爱人，辈分低且要小他
30 岁不止。

进入八十岁后，他说，我真得练
练毛笔字了。我和张卿先生专门为他
买来毛笔、墨汁、宣纸和水写纸，架好
台案。

“我不写别人写过的东西，只写
自己想说的话。 ”老金对那些我们耳
熟能详的题字， 觉得过于老旧俗气。
果不其然，我们拿到手的他的毛笔字
（他说， 我写的这些不能叫书法 ），不
怎么讲究格式、布局、结构，完全率性
为之。 内容千奇百怪，不似名言却胜
似名言。

2014 年， 上海文化名家何国栋
主编《二十世纪名人书法大成》，我把
老金推荐给他。 最后，老金写了这么
一幅斗方：“书法大师也罢，名人书法
也罢，能不能都说自己的感悟，一律
‘厚德载物’，世界就太单调了。 ”

春雨润物般的教诲
2016 年初， 为了缅怀去世五年

的母亲，我想以她的身世、人生故事
为题材，写一部长篇散文。然而，却感
到心有余而力不足，一时不知从何处
落笔。

那天，我向文学评论家陈实教授
诉说苦闷， 坐在一旁的老金闻言，不
紧不慢启发我：“切勿急躁。写文章之
前激情勃发， 落笔时却须静下心来。

我建议，把你母亲生活的经历、你的
家庭、你心里面想说的话，以及那个
时代的历史、文化状态，了解清楚，就
从故事的开头开始，一鼓作气完完整
整写下去。我写《欧阳海之歌》没日没
夜，28 天写了 30 万字。 不要推推敲
敲，忙着修饰，一口气地写，以保持文
章的气韵。 ”

关键时刻的点拨，语重心长适时
的鼓励，仿佛瞬间平息了我内心的憋
闷，脑子开了窍，前后也就两个来月，
就写成了作品。

老金春雨润物般的教诲，让我铭
记于心。

老金，到底还是拗不过病魔的频
频袭扰，不得不住进医院。“我这是转
移了战场在病房里同病痛接着战
斗”，他这样对我们说。

3 月 9 日，我还同老金的儿子金
东通话，询问他的病况。 金东说：“没
大变化，还一直昏睡着。 ”

我与金东相约，待疫情好
转，再去医院探望老金。 不想，
这却成了我人生的一个遗憾！

只能说：天路遥远，金老，
您一路走好！

E-mail:hdzp@ycwb.com 地 2020年 3 月 17 日 /�星期二 /�副刊编辑部主编 /��责编 吴小攀 /�美编 尹锋峰 /�校对 孙东菊花 A11

□西 篱

金敬迈：写自己想说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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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爱心
战胜私心□谢新源

□菲尔[马来西亚 ]

本版制图/尹锋峰

在“点亮爱心，同心抗疫”筹款晚宴上，我百感交集。
就在数天前，槟州华人大会堂联系我，询问槟城

留华同学会是否愿意响应这项筹款活动， 并捐献一
笔款项？作为会长，我几乎马上答应，但是按照程序，
捐款超过某数额，必须通过理事会同意。于是我即刻
启动，召开紧急会议，并提出该建议。 所有出席的理
事听闻捐款目的，二话不说议决：“捐！ ”

今年本已定为马中文化旅游年， 我作为槟州华
人大会堂的执行委员，又是槟城留华同学会会长，早
有打算举办留华升学展以及一些比较大型的活动，
不但可以拉近马中两国距离， 也顺便为留学大中华
地区做些推广工作。没想到，比想象中严峻得多的一
场疫情突然爆发。

跟过去无数次中华民族乃至全人类面对严峻考
验的时刻一样，在这个特殊的时候，许多人更如马来
谚语说的———做一个硬拗时偏不低下腰肢的竹笋。
全人类在跟病毒宣战的同时， 人性的光辉照耀了这
段晦暗的日子。 全中国各地一呼百应，医务人员从四
面八方赶到湖北支援。 这些医务人员原本跟我们是
一样的普通人， 想着跟往年那样与家人一起度过
2020 年的春节，没想到却被疫情改变。 除此，我们每
天在社交网络上都看到数不尽的无名英雄， 在世界
的每一个角落做出无私的付出和奉献。 他们尽自己
的全力，捐钱捐物。 这些人之中有巨富，更多的还是
小市民。 他们之中有老有少， 大家所能做的各不相
同；相同的是———每一分捐献都是同样的爱心。

晚宴开始前，银幕上为了暖场，不间断地播放着
各种 MV。 无论是群星的合唱画面，还是刘天王的独
唱；无论是公家制作还是私人拍摄的纪录片，都让我
们从各个角度看到武汉的美， 感受到武汉人、 中国
人，乃至全世界华侨华人和各国人民团结的力量！

这是一场硬仗， 毋庸置疑。 但打好这场仗的同
时，却也让人学会宽恕和大爱。 我开始深思，这莫非
是命运安排的一场考验？ 这场考验面向全人类———
它并不是在考验我们的医学有多进步， 而是在考验
人类的爱心、耐心是否能够战胜私心；它也在考验着
人类的思想和文明程度，是否足以应付愚昧和闭塞？

我从来没去过武汉，虽然知道“武昌起义”；我没
有去过武汉大学，虽然从网上看过武大的樱花；我没
有去过湖北大学， 虽然湖大的 L 教授年前已经开口
邀请我 4 月到武汉看花和演讲……那我还有去武汉
的机会吗？ 这，就要看人类能不能用大爱无疆的姿态
战胜这个考验。 我想最后肯定还是可以的，因为我对
人性还是抱着希望！

后后方方亦亦是是战战场场
一

到前线去 ！ 到抗疫最需要
的地方去！

己亥年除夕的前一 天 ，广
东省在全国率先启动重大突发
公共卫生事件一级响应 ， 南方
医科大学迅速成立新冠病毒肺
炎防治指挥部。 一支战胜过“非
典 ”的英雄团队 ，给校党委呈上
奔赴疫情前线的请战书。 24 枚
指纹 ，像木棉花一样鲜红 ，是忠
诚的力量在喷涌 ， 是激情和信
心 ， 感动并激励每一个中国人
……

若有战，召必回，战必胜！
一时间 ， 学校党委收到上

千份请战书 。 除夕夜 ，出征夜 ，
13 支医疗队乘凌晨的航班奔赴
武汉……

“这就是我们南医人 ！ ”杨
杏芬教授告诉我 ， “主动作为 ，
众志成城 。 无论前方 、后方 ，都
是战场。 在这场抗疫之战中，我
们以奋力担当的姿态 ， 接受了
党和人民的检阅！ ”

杨杏芬从小向往白衣天使
形象 ，16 岁考进中山医学院卫
生系 （现中山大学公共卫生学
院 ），学习公共卫生专业 ，毕业
后留校。 新世纪初，已经是大学
教授的她 ， 被选拔到广东省疾
控中心工作 。 那时省疾控中心
尚在海珠区狭小简陋的办公楼
里办公。 在实验室埋头工作 17
年 ！ 她投身并见证了广东公共
卫生体系的重构和发展历程 ，
为之奉献了 17 年美好年华。

2017 年 ，广东省疾控中心
副主任 、首席科学家任上的她 ，
被引进到南方医科大学工作 。
从学校又到学校 ， 从实验室到
会议室 ， 生命在相对熟悉的环
境里移动 ， 做的依然是同样的
事情 ， 面对的依然是学生和公
众 ， 研究的是疾病与健康危险
因素 ，服务的是社会 ，为政府在
公卫领域的决策提供依据 ，做
公卫领域的吹哨人。

这个学者和管理者两种气
质的娇小女性 ，思维敏捷 ，语速
节奏快 ， 她说 ：“我的个性也是

被工作和职业塑造了 ， 变得风
风火火 。 当我还只是个女孩子
时，不是这样的。 ”口罩上面，眼
镜后面 ， 她笑盈盈的眼睛有智
慧又温柔的光芒。

2017 年末 ， 杨杏芬与 11
位来自全国各地的医学领域专
家一起 ， 站到了第十八届吴阶
平-保罗?杨森医学药学奖颁奖
台上 。 为她颁奖的中国疾控中
心流行病学首席科学家曾光教
授说 ： “作为地方机构的专家 ，
杨杏芬教授在省级的层面发挥
了一个国家级专家的作用。 ”

杨杏芬是中国毒理学会副
理事长 、 广东省毒理学会理事
长 ，长期致力于应用毒理学 、食
品安全风险评估 、 毒理学体外
测试替代法研究 。 2010 年 ，她
获卫生部批准 ， 担任国家食品
安 全 风 险 评 估 专 家 委 员 会 委
员 ，2011 年起 ， 成为联合国联
农组织和世界卫生组织联合食
品添加剂专家委员会 （JECFA）
专家 ， 参与国际食品安全评估
工作。

作为一名 “公卫人”， 杨杏
芬对 “公众健康至上 ”这句话 ，
有特殊的理解和体会。

记得去年秋天，在南医大公
卫学院新生见面会上 ， 作为学
院院长的她面对那些刚进校门
青春勃发的新鲜面孔 ， 恳切地
说出自己的肺腑之言 ： 也许你
们会觉得委屈 ， 因为临床医学
的所有课程你们都要学习 ，还
要学习多门专业课程 ， 丝毫不
轻松 。 你们毕业后也许挣的钱
不如临床大夫。 但是，你们重任
在肩 ，因为你们将要面对的 ，是
关系到一个区域乃至国家的人
民健康问题 。 护佑群体的健康
是公卫人的使命 。 你们要学会
发现问题 、 分析问题和解决问
题 ， 从群体的角度探索与人类
健康相关问题 ，预防疾病 ，控制
危害，促进健康……

二
短短几个月后，她和这些年

轻人 ，他们和全国人民 ，与新冠
病毒短兵相接！

疫情阻击战打
响 ， 杨杏芬率领公
卫学院的师生投入
战斗。

已经回湖北黄
冈探亲的博士研究
生刘文辉 ， 毫不犹
豫申请就地投入战
斗 。 杨杏芬叮嘱他
保护好自己 ， 一切
听从当地疾控部门

调遣。 刘文辉连夜驱车 4 小时，
于大年三十清晨抵达武汉 ，加
入武汉市疾控中心工作 ， 食宿
自理。

至今，刘文辉仍在武汉抗疫
一线，负责流调（流行病学调查）
信息整理和病家消毒等工作。

特种医学博士生周志超，也
是在除夕夜就随校工作队奔赴
湖北黄冈等地 ， 参加新冠病毒
检测工作。 他们是以最美“逆行
者 ” 身影奋战在前线的南医公
卫人。

南医公卫学院有一个巨大
的优势 ， 那就是院里集聚了包
括杨杏芬 、俞守义 、邹飞等在内
的众多知名专家教授 。 他们参
与省卫生健康委关于新冠肺炎
流行病学调查分区分级指导 ，
分片对全省 8 个地市疾控的流
调工作进行指导和质控 ， 特别
是当前复工重点场所和人群的
指导 ， 以其专业特长为科学防
控、精准施策提供科学意见。

省教育厅成立了疫情防控
专家组 ， 邹飞和杨杏芬担任副
组长。

杨杏芬教授还多次参加省
卫生健康委 、 省疾控中心的疫
情形势分析会议 ， 研究相关材
料，时常要工作到凌晨两点。

三
疫情防控阻击战打响，中国

的科学家们争分夺秒开展科研
攻关 。 病原学及检测技术和产
品 、流行病学 ，临床救治 ，药物
筛选 、疫苗研发等 ，五大主攻方
向已经确定。

这其中，高校是最为精锐的
科技力量之一。

回想起来，杨杏芬自工作以
来大部分的时光 ， 都是在实验
室度过的。

春节期间大年初五下午，她
召 集 院 里 各 专 业 权 威 专 家 教
授 ，确定科研攻关团队和方向 。
大家自此放弃了假期 ， 迅速忙
碌起来。

流行病学系主任毛琛，是年
富力强的珠江学者特聘教授 。
在新冠病毒感染防控的深入研
究方面 ， 毛琛教授率领团队中
标了由李兰娟院士组织的浙江
大学新冠病毒肺炎应急科研专
项项目。

那是一段不分昼夜的时光，
他 们 对 世 俗 的 生 活 失 去 了 感
知，眼里只有防控、科技防控！

人类的幸运，就是因为有科
学 ， 有这些日夜兼程无比专注
的人！

时间就是生命，他们的每一

点收获和进展 ， 都极大地增强
我们抗击疫情的能力和信心。

时间一天天过去，奋战中的
南医公卫科学家们 ， 常常每天
睡眠不足 4 小时。

生物统计系的欧春泉、陈平
雁 、陈征教授 ，与广州呼研院钟
南山院士团队联合开展的科研
攻关 ，是从大年初三就开始的 。
2 月 6 日 ，他们的成果投稿 《新
英格兰医学杂志 》（NEJM），并同
时在医学预印本 （MedRxiV）网
站公开发表 ， 引起国际社会广
泛关注 。 正式研究论文于 2 月
29 日在国际顶尖学术期刊 NE鄄
JM 在 线 发 表 ， 浏 览 次 数 达
28.4 万，下载量达 13.5 万。

彭鸿娟教授针对 COVID-19
的流行与致病规律和重大公共
卫 生 突 发 事 件 的 应 对 ， 分 析
COVID-19 的病死风险因素，发
表了综述论文。

张宝教授对病毒变异进化
的分析研究成果在 《南方医科
大学学报 》发表 ，并在中国知网
首发。

赵卫教授开展新冠病毒跨
种属 、 病毒复制的变异机制和
实验室检测方法研究。

张其威教授开展新冠病毒
溯源研究以及新冠病毒对人体
细胞的感染性研究 ， 从动物粪
便中分离鉴定出新冠病毒相关
的病毒序列。

为解决病毒的快速筛查和
流行病学研究 ， 唐时幸教授积
极研制针对新冠病毒感染者的
抗体检测试剂 ， 已取得一定进
展。

同时，院里还有多位教授与
国内多家单位联合攻关 ， 牵头
或参与多项国家 、 省和市级新
冠肺炎疫情防控研究项目的申
报。

四
杨杏芬一直在思考，疫情期

间 ，保护社会大众的同时 ，如何
保护好庞大的高校学生群体。

大年初四开始，学院流行病
学系和生物统计系的老师们就
开始设计问卷 ， 通过技术支持
建立校园健康信息平台。

“南方医科大学新型冠状病
毒肺炎防控信息融合平台 ”全
面启动后 ， 他们每周两次对平
台所有数据进行系统分析 ，形
成专业报告 ， 定期向学校病毒
防治指挥部呈送 ， 并汇报到上
级教育管理部门。

杨杏芬率领师生们对学生
总 数 4 万 余 名 的 省 内 三 所 高
校， 以及广东省一家员工达 15

万人的超大型密集型企业 ，进
行新冠病毒感染防控相关流行
病学调查 。 调研报告提交给相
关管理部门 ， 为政府就重点场
所和大型密集型场所制定复工
复学防控精准决策 ， 提供科学
的依据和支撑。

疫情期间，公众急需了解相
关知识信息 。 立足于新冠病毒
感染的一级预防和二级预防 ，
杨杏芬组织师生们编写疫情防
治科普作品 ， 除了在学校和学
院的微信公众号 、 网站网页发
布外 ，还与 “广东疾控 ”、 “健康
龙华 ” 等平台联合发布 ，“广东
教育 ”等多个平台竞相转载 ，累
计点击阅读量超过 45 万次。

考虑到互联网发展带来的
线上交流便利 ， 疫情会造成心
理伤害和大众心理的 “共情 ”现
象 ， 杨杏芬认为 ， 帮助人们振
作 、抵御负面情绪 ，变得非常重
要。

院心理健康咨询中心和心
理学系动员起来了 ， 赵静波教
授牵头完成了覆盖全省 100 多
所高校 36 万余大学生在疫情
影 响 下 的 心 态 调 查 和 报 告 撰
写。 他们还编制《高校应对疫情
心理援助工作要点速查手册 》，
开通 24 小时心理援助热线 ，并
通过微信公众号 、QQ 在线心理
咨询 、公益讲座 、直播微课等多
种形式 ， 针对社会大众和高校
学生 ， 广泛开展疫情期间心理
援助服务。

病毒学家赵卫、公共卫生专
家邹飞 、 疾控专家陈晓光等教
授 ，也一一走到镜头前 ，耐心细
致传授讲解疫情防控知识 ，平
息公众的恐慌。

五
历史将永远记住那些感人

的画面———抗疫战场上，我们看
到最多的身影 ，除了医护人员 ，
就是志愿者！

上善若水 ，水的流动 ，是传

播和融合 。 志愿工作人人可以
参与 ，志愿者群体扶弱济困 ，传
递人与人之间的善和爱 ， 成为
人民有信仰 、国家有力量 、民族
有希望的生动体现。 在今天，志
愿精神已经成为实现人类命运
共同体的有效途径。

2 月 11 日， 南医公卫学院
的志愿专家团在三小时内组建
起来，15 名专家迅速对接梅州、
河源 、阳江 、茂名等 8 个地市疾
控 ，对口支援当地的流调工作 。
针对各地的技术培训需求 ，专
家团联合省疾控中心 ， 杨杏芬
主持 ，开展远程视频培训 ，详细
讲授了现场流调 、 疫情风险评
估 、 聚集性疫情的分析思路和
处置 、 各类疫情处置相关场景
的 个 人 防 护 等 实 用 技 术 和 方
法。

2 月 18 日， 王亚惠副书记
迅速协调学生志愿队的组建 ，
也是短短几小时内就有 74 名
师生踊跃报名 ，最终选定 26 名
研究生为第一批志愿者 ， 组建
“公卫击冠青年志愿队 ”， 他们
的专业覆盖了传染病预防与控
制 、流行病与生物统计 、职业卫
生与职业医学 、 营养与食品安
全 、放射医学和病原生物学等 ，
助力省疾控中心和广州市疾控
中心 ，赴火车站 、机场 、汽车客
运 站 等 重 要 场 所 进 行 环 境 采
样 ， 评估人流密集场合的疫情
风险 ， 协助整理新冠肺炎病例
资料以及无症状感染者信息 ，
梳理密切接触者的行迹等……

至今，尚有部分志愿队成员
驻点于东莞 、佛山 、惠州等市 。
谈及这次出征 ， 志愿队的陈嘉
婷同学情不自禁地告诉笔者她
的经历、成长和收获……

六
三月细雨茫茫， 伫立雨中 ，

似听见仲春足音 ，万物出乎震 ，
春雷惊百虫。

结束了对南医公卫人集体

的采访 ，抓紧傍晚回程的时间 ，
在 车 上 和 杨 杏 芬 教 授 再 聊 一
会。

从事公共卫生教学科研和
疾病防控 30 多年了 ，她主持完
成了 30 多项国家 、省部级科技
项目， 获省部级科技进步奖 10
项 ， 大部分研究成果应用于公
共卫生实际 ， 解决了多个疾病
防控工作技术难题。

她培养的 60 多 名 卫 生 毒
理学 、分子流行病学 、食品安全
和卫生检验检疫等专业方向的
科研型硕士研究生以及公共卫
生硕士 、博士和博士后 ，陆续走
向广州 、北京 、深圳等城市的公
共卫生战线。

“时间之河川流不息,每一
代 青 年 都 有 自 己 的 际 遇 和 机
缘 ， 都要在自己所处的时代条
件下谋划人生、创造历史。 ”

她将习总书记的这番话 ，寄
望于他们。

她曾连续三届担任广东省
人大代表 。 履职 15 年 ，她为维
护公众健康建言献策 ， 领衔提
交了 80 多份议案。

南国战 “疫 ”有她的身影和
奉献。

回想起 17 年前的 “非典 ”，
大 战 之 后 的 紧 张 和 酣 畅 犹 在
……

事实上 ，近 20 年来 ，几乎
每一次发生在广东的疫情 ，都
有她的冲锋陷阵。

后方也是战场，公卫领域她
驰马扬鞭 ， 率领南医公卫人走
在科研 、流调 、防控 、志愿服务
的前面。

她说 ： “反应要快 ， 甚至要
超前 ， 这就是我们公卫人的特
点。 ”

我问 ： “杨教授 ， 三十多年
了，您累吗？ ”

她 平 和 地 说 ： “ 责 任 和 担
当，应该的，不累。 ”

微微的笑容，令我感受到她
精神上的某种力量 ， 温柔而有
韧性，执著而绵长。

金金敬敬迈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