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记者从发布会上了解到，今
年海珠区新春佳节活动以“千年
花洲 欣欣海珠——海珠过年不
一样”为主题，设置各具特色的东
中西三大会场，活动超过 200
场，时间为1月26日至2月 24日
（元宵节）。

海珠区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
党组书记、局长朱泰介绍，三大
会场中，东部凸显科技创新，西
部弘扬传统文脉，中部展现生态
绿美与现代文商旅融合。

其中，东部组团将于 1月 26
日举办“最 young 琶洲年，一起
来party”活动，在琶醍开启海珠
新春年味活动精彩序幕。

西部组团将一次性设立两大
花市，包括今年 广 州 唯 一 在 珠
江 之 畔 举 办 的“ 龙 腾 瑞 海 花

耀明珠 ”滨江花市以及“龙腾
江 南 欣 欣 海 珠 ”江 南 花 市 。
两大花市从 2 月 6 日起将多维
度呈现广州花市源起“河南 ”
的历史底蕴。

2月 23日至24日，中部组团
将在城央绿心的海珠湿地举办系
列活动。其中，“花好月圆，情满
海珠”2024海珠湿地元宵晚会将
呈献艺术视听盛宴，并现场派送
大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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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佛山市三水区南山镇九龙岗，曲折的山路旁，有一
块硕大的山石碑，上刻几个红色大字：陈心陶纪念地。中
山大学与佛山市三水区共建的陈心陶精神教育基地包含5
个场所，这片纪念地是其中之一。

2022年5月，陈心陶精神教育基地入选为首批国家级
科学家精神教育基地。

陈心陶，这位赫赫有名的岭南寄生虫学家、医学教育
家，在20世纪50年代举国“围歼”血吸虫病战役中，创造
性地提出“结合农田基本建设消灭钉螺”的血吸虫病防治
对策，因功绩卓著而数次受到毛泽东接见。

1904年 5月，陈心陶出生在
福建省古田县一个普通邮局职
员家庭，因幼年丧母，童年并不
快 乐 。 但 他 从 小 勤 奋 好 学 ，
1921 年考入福建协和大学，靠
勤工俭学完成了该校生物系的
学业。1925 年毕业后，陈心陶
留母校任教，1926年 7月来到广
州，受聘于广州岭南大学，先后
担任生物系助教、讲师。

1928 年，陈心陶因在校表
现出色，获得奖学金赴美国进
修。他选修了寄生虫学和比较
病理学，仅用3年时间就先后取
得明尼苏达大学硕士学位和哈
佛大学医学院比较病理学博士
学位。

毕业后，陈心陶毅然回到祖
国，1931 年开始任广州岭南大
学医学院寄生虫学、细菌学教
授，还承担起生物系主任和理科
研究所所长的重任。

在那个年代，从事寄生虫学
研究的人寥寥无几，陈心陶决定
做一头开荒牛——他确定了自
己的学术方向，醉心于调查中
国南方各种动物体内的寄生
虫，并以深入乡间田野考察的
实证，陆续发现并命名了许多
寄生虫新种，轰动学术界。

在 1940 年发表的专著《怡
乐村并殖吸虫》中，陈心陶用极
为丰富的数据雄辩地证明一个
新肺吸虫物种的存在，修正了
当时国际上流行的单一肺吸虫
物种的看法。该专著也成为我
国最早的有关并殖吸虫的权威
性专著。

后来，日军进犯广州，岭南
大学几度被迫搬迁，终至 1942
年停办。1946 年，岭南大学复
办，陈心陶回到岭南大学医学
院，任寄生虫学科主任、代院
长。其间，他失业过、流亡过，还
在战火中失去了一个初生的孩
子，但从未停止学术研究，并积
累了极为丰富的一线经验。

1948 年至 1949 年间，陈心
陶获邀再次来到美国华盛顿的
柏罗维罗蠕虫研究室、哈佛大
学医学院和芝加哥大学进行蠕
虫免疫学研究，又发表了数篇
颇有影响力的专业论文。但新
中国成立后，他仍不顾各种挽
留，迅速奔赴回国，重回岭南大
学任教。

陈心陶后来曾在自传中提
到这段经历，坚定地写道：“一
个中国人，他的事业必须在祖
国生根。”

羊城晚报：如今我们
身边早就见不到血吸虫
感染病例，为何陈心陶依
然被大家铭记？

吴忠道：陈心陶教授
的墓前雕像上有一句题
词：“为学之道，要刻苦钻
研，精益求精。”这正是这
位杰出科学家的真实写
照。他研究领域广泛，积
极开展实验生态研究，填
补了我国寄生虫学研究
上的多项空白，为华南地
区的寄生虫病和人畜共
患疾病的研究奠定了坚
实基础。

作为一位 1949 年以
前就成名的教授，他参与
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
践中，认识到共产党的伟
大，亲身感受到了共产党
以人民为宗旨的执政理
念。血吸虫病防治的实
践更让他成为了一名光
荣的中国共产党党员，成
为了一位“又红又专”的
知识分子。他当年不顾
生命危险，第一时间冲到
抗击血吸虫病的最前线，
是中大人爱国奋斗奉献
精神的典型代表，是我们
师生学习的榜样。

2020年，在抗击新冠
疫情的关键时刻，我们还
特意在陈心陶教授的墓
前补上了一块碑文，标题
为《众志抗新冠 再忆<送

瘟神>》，这既是对陈心陶
教授的缅怀，也是想表达

“国家有召唤，中大有响
应”的决心。

羊城晚报：中山大学
中山医学院近年来加大
投入，建立起包括陈心陶
故居、初心学堂和陈心陶
纪念地等爱国主义教育
基地，有什么重要意义？

吴忠道：陈心陶教授
是国家一级教授、我国寄
生虫学奠基人之一、国际
知名的蠕虫学家。他当
年为广东人做好事、做实
事，不仅起到了楷模示范
作用，也证明了在党的领
导下中国人是有能力改
变落后面貌的。

陈心陶精神是一笔
宝贵的精神财富，是我们
科技工作者新时代新征
程中重要的精神力量源
泉。建设陈心陶精神教
育基地，就是要更好地发
扬科学家精神，为科技创
新发展提供内在动力，为
全面落实立德树人根本
任务提供特色鲜明的思
政教育平台。

目前，每年有大量医
务人员、学生、干部到基
地参观学习，许多单位在
该基地开展培训，学习前
辈爱国奋斗的精神，继承
优良传统，铭记建设中国
式现代化强国的初心。

羊城晚报记者 易芝娜 通讯员 任海虹

位于广州中山大学北校区
的寄生虫学楼，是陈心陶教授生
前从事教学科研的地方。迈进
一楼大厅，正面墙上悬挂着一幅
毛泽东亲切接见陈心陶的照片，
拍摄时间为 1956 年 1 月，当时
陈心陶正应邀参加全国科研十
年规划会议和最高国务会议、
全国政协会议。会议期间，毛
泽东 3 次接见陈心陶，照片记
录的便是其中一次：毛泽东在
国宴上和他比肩而坐，同桌共
饮。当时陈心陶穿的那件中山
装，至今仍存放在中山大学医
学博物馆内，成为了“镇馆之
宝”。

陈心陶精神教育基地负责
人、中山大学中山医学院寄生虫
学教研室教授吴忠道，在接受羊
城晚报记者专访时说，毛泽东之
所以接连3次接见陈心陶，一是
因为陈心陶当时是具有丰富现
场工作经验的知名血防专家，作
为政协委员的他在会上积极响
应毛泽东的“灭虫”号召，高度认
同新中国将血吸虫病防治纳入
国家规划的做法和主张。第二
个原因是，陈心陶提出的结合水
利及农业生产来防治血吸虫病
的科学对策，与毛泽东的判断不

谋而合。
血吸虫是一种可感染人和

多种哺乳动物的寄生虫。人体
接触到含有血吸虫尾蚴的疫水
后，最快 10 秒就可以被感染。
1949年前后，我国血吸虫病流行
极为严重，全国的患病人数达
1000多万，受感染威胁的人口超
过1亿人，群众称之为“瘟神”。

1950 年，陈心陶刚从美国
归国不久，就听说广东四会等地
出现“男人大肚如怀孕”的疫情
信息，他立刻随省人民政府派出
的工作组赶赴疫情现场开展调
查，从此投身到新中国防治血吸
虫病的事业中。他的初衷正是

“为了人民的健康”。
在今天位于佛山三水南山

镇的六和塘背村，广东省首座以
血吸虫病防治为主题的纪念馆

“初心学堂”里，仍保存着陈心陶
参加那次全国政协会议后亲笔
写下的文章。他说：“毛主席鼓
励我要相信自己的力量，相信我
们国家可以做到资本主义国家
所不能做出的事情来，不要怕困
难，有困难就一个一个去克服。”
这不仅是陈心陶一生引以为傲
的事，也成为他毕生从事科研的
动力之一。

陈心陶绝不属于书斋和实验
室的科学家，他的足迹追随着危
险的寄生虫，几乎踏遍了当时广
东省内的各个疫区。对当地居
民、耕牛进行粪便涂片检查，解
剖草塘地区生活的野鼠……通
过努力，陈心陶团队积累了大
量一手科学资料，最终摸清广
东省血吸虫病流行区域及具体
情况，证实广东共有 11 个县流
行血吸虫病，患者达 8 万多人，
部 分 村 庄 的 居 民 感 染 率 高 达
31.1%。

陈心陶长居疫区，亲自带着
队伍在杂草丛生的河溪岸边寻

找 血 吸 虫 唯 一 的 中 间 宿 主 钉
螺。他观察钉螺的滋生环境，
开展现场试验，发现用土深埋、
用深水淹等办法可有效灭杀钉
螺，便摒弃了原本使用西方流
行 的 化 学 药 物 灭 螺 治 虫 的 做
法，并根据广东省血吸虫病的
流行规律和特点、结合中国农
村的实际情况，提出了一套独
创的六字方针——“水（兴修水
利）、垦（围垦良田）、种（种植作
物）、灭（消灭钉螺）、治（医治病
人）、管（管好粪便）”，以控制和
消灭血吸虫病。这套方法既可
扩大耕地面积、兴修水利、促进

农业生产，又消灭了钉螺，后来
被国内外学者公认为是科学有
效的血吸虫病防治法。

陈心陶提出的治理方法受到
广东省委的高度重视并迅速在全
省推广，广东最终成为我国首批
终止血吸虫病流行的省份之一。
资料显示，当时的广东重点疫区
四会县草塘，在交出了一份“加固
20多里长的北江大堤，挡住两岸
的洪水，填平几百条孳生钉螺的
旧河沟，开出 330 多条总长 150
多公里的水渠，开发 40 万亩良
田”的成绩单后，也彻底摆脱了疫
情肆虐的困境。

令人唏嘘的是，因为常年涉
险，陈心陶在科研实践中不幸感
染了血吸虫病。1971 年 10 月，
他因病不得不手术切除脾脏，自
此健康状况一落千丈。1977年 5
月，他又因后遗症再次住进医院，
被确诊患上了白血病。

在生命弥留之际，陈心陶仍
没有停止自己的科研工作。首次
病危被抢救过来后，他坚持每天
审定几页《中国动物志·吸虫志》
书稿。陈心陶自知时日无多，数
次恳求主治医生：“再给我5年时
间吧，我要做完我的工作。”只要
有能离开医院的时间，他就将自
己反锁在学校教研组办公室，争
分夺秒地工作。

家人介绍，陈心陶在临终前
几天已无法握笔，仍艰难地嘱托
前来探望的亲人、学生，请他们帮
忙完成几件事，其中就包括《中国
动物志·吸虫志》的编纂。

1985年 12月 9日，广东省宣
布消灭血吸虫病。省委、省政府
表彰消灭血吸虫病的功臣，特别
为陈心陶颁发头等功荣誉证书。
又过了两年，陈心陶主编的《中国
动物志扁形动物吸虫纲复殖目
（一）》一书，获得 1987 年国家自
然科学三等奖。

陈心陶一生研究成果丰富，
发表了 150 多篇科学论文和《医
学寄生虫学》《中国动物图说（扁
形动物）》《怡乐村并殖吸虫》等
具有极高学术价值的专著。身
为教授的他还为国家培养了研
究生25名、进修生32名，成为当
时全国培养研究生、进修生最多
的教授之一，这些学生后来绝大
部分成为寄生虫学各领域的中
坚力量。

如今，在广东三水南山镇，陈
心陶的名字依旧家喻户晓。这位
著名教授，潜心研究血吸虫病，曾
在三水长居十多年。后来，陈心
陶与妻子的部分骨灰埋葬在这
里。2009年，当地政府将他在三
水 的 墓 地 建 成 了 陈 心 陶 纪 念
地。陈心陶的墓前不仅有他的
雕像，还有当地人为他立的一块
纪念碑。

墓地绿荫深深，陈心陶与妻
子比邻相望的墓地中间，不知何
时神奇地长出一棵直蹿蓝天的美
丽异木棉，每年都在一丛墨绿劲
松间开出一树粉红的花朵。三水
区南山镇党委委员黄恒建说：“南
山镇就是曾经的迳口农场，血吸
虫病肆虐 时期 ，这里‘ 十 室九
空’。如今，这里一片绿水青山，

如果没有他，就不可能有这样好
的生态环境。我们要把陈心陶的
奋斗精神一直传承下去。”

寄生虫学家陈心陶：

送瘟神以身报国 葆初心情寄苍生

“事业必须在祖国生根”壹

一张与毛泽东的合影贰

独创“六字方针”驱瘟神叁

为科研献身死而后已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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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6年，陈心陶与当
时同在广州医学院（即今
天中山大学中山医学院
的前身）奋斗过的谢志
光、梁伯强、陈耀真、林树
模、秦光煜、钟世藩、周寿
恺7位教授一道，成为首
批受国家卫生部认定的
一级教授。

这 8 位教授以身作
则、率先垂范、实践力行，
对中山大学医科教育影
响巨大。中山大学出版
社曾出过一本书《大医宗
师 —— 中 山 医 八 大 教
授》，书中称这 8 位专家

“为中国医科教育与中国
医学事业作出独特贡献，
成为一代大医名家、医学
宗师”。

其中，我国病理学奠
基人之一梁伯强，独创获
取完整鼻咽的方法，首先
提出“肿瘤间质反应”概
念，相关论文被视为鼻咽
癌研究的经典著作，影响
力遍及海外。

陈耀真为我国现代
眼科学奠基人之一，主编
了 1962 年出版的我国第
一部全国高等医学院通
用教材《眼科学》，参与组
织编写了中国第一套眼
科全书。

谢志光是我国放射
学 科 创 始 人 之 一 。 最
早提出中国人肠结核、
长 骨 结 核 X 线 表 现 的
系统全面报告，并首先
报 告 髋 关 节 后 脱 位 的
特殊投照位置，被称为

“谢氏位”。
钟世藩是免疫单向

扩散技术研究的先驱。
20 世纪 40 年代，他首次
提出处于活跃繁殖状态
的细菌有保护病毒活力
的作用，获得国际权威病
毒学家的认可；20世纪50
年代创办了中山医学院
儿科病毒实验室，是全国
最早创办的临床病毒实
验室之一。

秦光煜则在血液病、
脑瘤和麻风病理等领域
有深入研究，1950年首次
报告中国南方甲型脑炎
病例，参与合著了中国第
一部《病理学》专著。

周寿恺20世纪50年
代中期创建内分泌学实
验室，是构建中山医学院
富有特色教学体系的组
织者与开拓者之一。

林树模则在血液化
学、物质代谢、消化生理
和内分泌生理方面作出
卓越贡献。

记者了解到，海珠区因地
制 宜 ，为 市 民 送 上 精 彩 的 新
春 活 动 ，该 区 多 个 职 能 部 门
也 将 发 动 企 业 积 极 参 与 ，打
造市民可以全场景消费的文
化嘉年华。

东部组团的琶洲，有着广
州最为密集的数字高科技企
业。琶洲管委会党组书记、主
任 余 丽 慧 介 绍 ，活 动 启 动 当
天，作为羊城新八景之一的广
州塔将为活动亮灯，同时数百
架无人机将组成“飞龙”造型，
点亮珠江夜空，为市民朋友送
上龙年美好祝愿。市民不仅
可以观看企业联手打造的文
艺节目，还能打卡 30 余家琶洲
代表性企业组成的集市，抢购
相关文创产品。

针对西部组团，海珠区机关
事务局局长王小楠介绍，滨江花
市设置档位数量达 410 个。江
南花市将以年味市集、古装巡
游、古风走秀再现“河南”花市
盛景。西部组团还将线上线
下 联 动 ，现 场 邀 请 20 位 非 遗
传 承 人 展 示 技艺，并打造“花
间直播”。

中部组团将以海珠湿地、
海珠湖、广州塔、广州市文化
馆、广州市美术馆、海珠同创
汇、TIT 创意园、岭南创意园等
场域为舞台，举办大型文化活
动以及各具特色的集市。海
珠区湿地保护管理办公室主
任蔡莹介绍，海珠湿地继续发
挥“水”优势，在水上直播间进
行互动表演，同时精心设计了

花卉园艺、花灯、花船等，营造
白天姹紫嫣红、夜晚火树银花
的喜庆氛围。

价值千万元的消费礼包，也
是海珠区今年新春系列活动的
亮点之一。海珠区委宣传部副
部长管霞介绍，海珠区多位职能
部门负责人将上线直播，送出

“局长心水大礼包”。 1 月 26
日，“广州海珠发布”微信公众
号将上线抽奖系统，不能亲身
前往海珠的街坊线上也能“叹
海珠年味、领海珠大奖”。其
中，终极大奖是 11 套海珠区现
售新楼盘优惠券以及广汽传祺
汽车1台，购房优惠券的面额为
10 万元至 66 万元。市民按要
求线上参与，有望将购房优惠
券抢到手，把汽车开回家。

陈心陶在血吸虫病疫区指导调查钉螺 中山大学中山医学院供图（资料图）

设在佛山三水“陈心陶纪念
地”的陈心陶雕像

羊城晚报记者 易芝娜 摄

逾200场活动接连上演，最高66万元的购房优惠券、汽车带回家……

海珠邀你在“千年花洲”过春节

羊城晚报记者 李春炜 卢佳圳

“一个主题、三大组团、百场活动、千万礼包”，广州
市海珠区1月9日率先公布全区新春佳节活动安排，诚
邀市民打卡大美“千年花洲”。众多文化活动生动展现
海珠深厚文化底蕴的同时，还为市民送上多重福利，包
括最高金额达66万元的购房优惠券、广汽传祺汽车等
合计超过千万元的奖品。

以花为媒，三大会场精彩不断 福利众多，千万元奖品等你拿

广州市海珠区琶醍一带夜景 通讯员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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