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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码智能时代2021》书摘

□本报记者 李星婷

10月27日上午，重庆医科大学举行建
校65周年纪念大会。大会上，学校历时6
月拍摄的《向西而歌》西迁纪录片首映，讲述
了65年前400余名上医前辈西迁重庆、创
建重医的艰苦奋斗史。

马映雪、卞度宏、叶之美……当20位西
迁老前辈代表进入大会现场，在场师生全体
起立鼓掌，向老前辈们致以崇高的敬意。

“重医是一所因西迁而生的学校。”主持
纪念大会的重庆医科大学校长黄爱龙介绍，
1956年，在党中央的号召下，当时全国最顶
尖的医学院校——上海第一医学院400余
位前辈西迁重庆，白手起家创建了重庆医学
院。他们用爱党爱国的无限忠诚、扎根西部
的毕生奉献，为重医的发展奠定了坚实基
业，为西部医学教育和卫生健康事业的发展
作出了巨大贡献，共同书写了伟大的“西迁
精神”。

纪念大会现场，播放了为献礼建校65
周年，由重庆医科大学联合复旦大学上海医
学院共同制作的《向西而歌》西迁纪录片。
该片于2021年4月开始筹备，全面搜集创
校史料，精心打造故事脚本，辗转沪渝两地
采访40余位健在西迁前辈以及西迁后代和
校友等，历时6月完成，全长40分钟。

“66年前，一封从重庆发往上医的50
余字电报和一份中央发出的01731号加急
电，拉开了上医“西迁”、重医筹建的大幕。”
纪录片的黑白影像叩开了历史的大门——
65年前的今天，“庆祝重庆医学院成立暨首
届开学典礼大会”在重庆袁家岗隆重举行，
重医上医从此结下了同气连枝、血浓于水的
深厚情谊。

遵照中央政治局关于沿海工厂学校内
迁的指示，高教部1955年3月30日向中央
提出报告：交通大学迁西安，上海第一医学
院迁重庆。

中央的决定一出，各方齐齐响应。
1955年4月26日，重庆市专门研究重

医建院问题，学院位置确定在袁家岗。

同年5月25日，经高教部、卫生部同
意，由上医和重庆共同成立重庆医学院建院
委员会，领导建院工作。时任上医副院长颜
福庆任重庆医学院建院委员会主任。

1955年7月上旬，颜福庆亲赴重庆勘
定重医建院校址，研究规划设计事宜。

1955年11月，中央同意“抽调上海第
一医学院部分力量在重庆建院”。重医的筹
建得到了上医在人力、物力上的巨大支持。

1957年，在上医党委推荐下，钱惪被四
川省委任命为重庆医学院副院长，在他的号
召下，王鸣岐、李宗明等一大批功成名就的
医学骨干义无反顾西迁重庆，为重医未来的
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师资基础。

从此，“西迁”壮歌全面奏响。从1955
年4月至1960年7月，400余名上医人背起
行囊就出发，从黄浦江畔远赴嘉陵江边，开
启了建设重医，推动祖国西部医疗卫生事业
发展的征程。

纪录片中一幕幕，记载着重医的发展和
上医西迁老前辈的无悔付出。65年栉风沐
雨，不仅是一部重医的成长史，也是一部重
庆医学教育的拓荒史，更是一部西部高等教
育的铿锵前行史和广大知识分子的爱国奋
斗史。

“‘西迁精神’的核心是爱国主义，精髓
是听党指挥跟党走，与党和国家、与民族和
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具有深刻现实意义和

历史意义。”重庆医科大学党委书记刘宴兵
表示，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西迁前辈们从
岁月长河中走来，又向历史更深处走去，钱
惪、左景鉴、石美森……一个个闪光的名字，
在时间的长廊里熠熠生辉，指引着一代代重
医人前进的方向。以“立足重庆、面向西部、
服务全国、走向世界”为战略导向，以培养医
德高尚、医术精湛的人民健康守护者为根本
使命，重庆医科大学正在为发展祖国医学教
育事业、护卫人类生命健康，建设教育强国
和健康中国贡献智慧和力量。

纪念大会上，重庆医科大学和复旦大学
上海医学院领导向20位西迁老同志代表颁
发了纪念章。

“西迁精神”的核心是爱国主义
一部《向西而歌》讲述65年前上医前辈西迁建设重医故事

本报讯 （记者 李星婷）10月27日，
重庆医科大学在建校65周年纪念大会上发
布了该校“十四五”事业发展规划，到2025
年，学校整体实力显著提升，进入全国高水
平医科大学前列。到2035年的远景目标是
全面建成高质量的一流研究型医科大学。

具体来说，未来五年，学校发展的主要
目标是：学科建设构筑新格局。学科特色更
加鲜明，布局更加优化，学科交叉发展机制

更加完善；临床医学进入一流学科建设行
列，逐步形成以临床医学为引领，多学科协
同发展的良好局面。

师资队伍达到新水平。优化引育机制，

完善人才评价体系；培育一批学术大师与教
学名师，汇聚一批战略领军人才与高水平创
新团队，使师资队伍质量实现质的飞跃。

科技创新取得新突破。瞄准国家重大

战略需求，明确科研创新方向和重点；加强
原创性科学研究等重大科技项目的培育和
组织；提升基础研究能力，产出一批具有国
际影响力的标志性成果。

另外，重医2035年的远景目标是：全面
建成高质量的一流研究型医科大学。实现
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办学实力、科
技实力、临床实力、社会贡献力及文化凝聚
力大幅跃升。

重庆医科大学发布“十四五”事业发展规划

到2025年进入全国高水平医科大学前列

生物科普试验载荷项目
的开展有何意义？
（选自《解码智能时代2021：前沿趋

势10人谈》）

信风智库：嫦娥四号上，您主导的
生物科普试验载荷项目，生长出了月球
上第一片绿叶。从深空探测以及生物
生态的角度来看，它具有哪些意义？

谢更新：在这个生物实验中，我们
构建的密闭生态微环境，除了有一个大
气压的空气和适宜的温度与湿度之外，
其他条件都是力求月球表面的真实情
况，比如利用月球六分之一的低重力

场、月球上太阳自然光的强光照以及没
有任何防辐射措施等。这样一种特殊
的空间环境，是我们在地球上无法完全
模拟的。

那么，在月球上非常特殊的环境
下，生命能否适应环境，如何适应环境，
以及能否生长怎么生长？都具有非常
大的不确定性，所以非常值得我们去验
证。这就是第一个意义，所以《Nature》
评价我们的试验为“pioneering exper-
iment”（开创性的实验）。

就像美国 NASA 的生物方面的首
席科学家 Mike 教授说的那样：我们把
种子带到月球上去，如果长达14天不死
亡，那么就意味着种子在月球上是可以

生长的。在我们的实验中，种子不但没
有死亡，还非常幸运地长出了一片绿色
的叶子。所以生物在这种特殊环境下
通过构建适宜生存的环境是能够适应
且能够生长的。

我们做这个实验，用罐子密封了地
球上的空气、土壤和水，但还有几个条
件是没有刻意去营造的。比如，我们
让月球上的太阳光直接照进罐子里进
行光合作用，在罐体材料上没有考虑
光照强度，没有考虑防辐射，保持了
真实的光照条件。所以下一步我们将
考虑更多地利用月球上的原始条件，

比如利用月球土壤，甚至在月球上造
水。目前在月球上原位造水的技术，大
家都在跟进，也有了一定积累和可行
性。这个实验的原创性，受到了国际上
充分的肯定，《Science》评价说我们的成
果是“in a first for humankind”（人
类的第一次）。

第二个意义就是展示性。我们在
设计这个实验的时候，充分考虑了它
的展示性，一定要把种子在月球上面
的生长过程拍成照片并传回地面。除
了科研价值之外，我们还可以让广大
青少年了解我们在月球上怎么去营造

这样一个特殊环境，以及在这样的特
殊环境下生物怎么生长，从而激发青
少年的科学探索热情。同时，我们这
么多工程师，这么多科学家努力做这
个实验，花了这么大的代价，在月球
上长出了一片叶子，可以唤醒广大民
众的环境保护意识，让大家知道地球
环境保护的重要性。我们团队已经在
国内大中小学开展科普讲座 120 多
场，并受邀到英国、西班牙、法国与瑞
典开展交流，传播了科学知识并宣传
了我国探月工程的成果，受到了大家
好评。

第三个意义就是工程实现。我们
用了非常小的代价来做这样一个实

验。我们实验装置的总体质量为2.608
公斤，包括了两个相机、控制板、保温材
料、数据线、铝合金罐子、18克水和土壤
等所有东西。我们用非常简单可行的
方式，在月球上构造了一个适合生命生
长的、可控的生态环境系统。如果把它
放大，下一步就有可能变成一个农场，
种植各种各样的蔬菜，变成一个花园，
种植各种各样的植物。其实，这是人类
在地外星球上生长出来的第一抹绿色，
也就是这个实验的工程意义，可以为将
来载人登月甚至月球生存与月球旅行
提供一个探索的基础。所以我们下一
步要总结好经验，在这个基础上进一步
研究和设计。

十载砥砺成就金牌服务 扎根巴渝再奏发展高歌
重庆渝北银座村镇银行成立十周年

2011年10月28日，一股新生的金融力量从东海之滨而
来，在巴渝大地上生根发芽；10年后的今天，重庆渝北银座村
镇银行已然茁壮成长、枝繁叶茂。

10年来，重庆渝北银座村镇银行立足地方发展实际，坚持
“支农支小”的经营方针不动摇，打通了一条以社区居民为基
础、以小微客户为受众的村镇银行“新航道”，为支持地方小微
企业发展贡献金融力量。截至2021年 9月末，该行总资产
102.02亿元，各项存款余额83.55亿元，各项贷款余额78.33
亿元，经营规模位居重庆市37家村镇银行的首位。

党建引领强基固本

求木之长者，必固其根本。自成立
起，重庆渝北银座村镇银行便高度重视
党建工作，与时俱进，守正创新，不断推
动党建工作与金融服务的融合发展。

在各级党委、政府、监管部门的正
确引导下，重庆渝北银座村镇银行将党
建工作纳入公司章程重要章节，在公司
治理制度层面明确党组织“把方向、管
大局、保落实”的领导核心和政治核心
作用。同时，党支部书记、董事长由一
人担任，有效落实“双向进入、交叉任
职”领导体制。

“重庆渝北银座村镇银行以高质量
的党建工作实效，引领保障了企业的高
质量发展。”据重庆渝北银座村镇银行
相关负责人介绍，该行连续多年被渝北
区人民政府授予“渝北区金融工作特别
贡献奖”，多次被人行重庆营管部评为

“A级银行业金融机构”，多次被重庆银
保监局评为“小微企业金融服务先进单
位”，获得“全国百强村镇银行”“全国
村镇银行资产总额前50强”等荣誉称
号，实现了从“草根”银行到业界标杆
的华丽蜕变。

今年以来，重庆渝北银座村镇银行

党支部在开展丰富的主题教育活动的同
时，围绕客户需求、社会需要，扎实推动

“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聚焦群众
“急难愁盼”为群众解难题、办实事、送温
暖，受到了基层干部群众一致称赞。

精准服务支持小微

作为新型农村金融机构，重庆渝北
银座村镇银行秉承主发起行台州银行专
注小微金融服务的基因，坚守“支农、支
小”的使命担当，不断下沉服务重心，坚
持将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三农”客户
等作为核心客户群体，坚持“额小、面广、
灵活、高效”的信贷投放原则，持续加大
对小微客户的信贷供给，通过“做小做
微”，不断扩大小微基础客户群体，实现
了自身与小微客户共成长。

10年来，重庆渝北银座村镇银行根
据小微客户需求和经营特点，持续进行
信贷产品、结算支付产品的创新，不断增
强满足小微客户资金及其他金融产品需
求的能力。特别是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
来，该行积极开展、深度对接小微企业复
工复产工作，为企业提供全方位金融服
务。据悉，仅2020年，该行就推出了“战
疫接力贷”“复工低息专享贷”等13类创

新产品，全力助力小微企业纾困发展，切
实满足复工复产企业需求。

值得一提的是，重庆渝北银座村镇
银行还积极顺应金融科技发展趋势，抢
抓金融科技重塑行业生态的战略机遇，
将科技规划纳入工作重点，并探索推出

“一站、一分行、一平台”模式，着力提高
机构在客户服务、内控管理、数据采集等
领域的科技支持保障能力。

传递温暖爱满山城

近日，重庆渝北银座村镇银行荣获
由重庆市银行业协会颁发的“2020 年
度社会责任支持疫情防控和复工复产
成效奖”。这既肯定了该行在支持抗疫
和复工复产工作中做出的杰出贡献，亦
展示了其积极履行社会责任的良好企
业形象。

从抗击疫情到支持企业复工复产，
从助力脱贫攻坚到服务乡村振兴，从推
动劳动就业到开展社会公益活动……
入渝十载，在重庆渝北银座村镇银行的
发展画卷中，践行社会责任始终是最温
柔的笔触。

疫情发生以来，重庆渝北银座村镇
银行不仅通过送大米、粮油、医疗用品上

门等方式缓解疫情为群众带来的不便，
还向受疫情影响严重的小微企业发放贷
款，以实际行动帮助他们渡过难关。疫
情后至今年9月末，该行累计向3251家
小微企业发放信用贷款23.31亿元。

持续根植“三农”，以优质小微金融
服务力量筑浇乡村振兴。近年来，重庆
渝北银座村镇银行下沉服务重心、不断
完善金融服务模式，精准对接“三农”
金融服务需求。

此外，重庆渝北银座村镇银行积极
慰问贫困家庭和贫困学生100余户，向
慈善总会、红十字会等公益性组织捐款
捐物，充分承担起金融机构的社会责任
和担当，积极回馈社会。

十载逐梦硕果累累，砥砺奋进启航
新篇。重庆渝北银座村镇银行走过了
锐意拼搏、开拓奋进的10年，站在“十
四五”新的历史起点上，该行将坚持

“服务小微”的初心，奉行“支农、支小”
的经营理念，为更多的小微企业提供高
质量的金融服务，为持续优化金融生态
和社会经济环境做出贡献。

徐一琪
图片由重庆渝北银座村镇银行提供

重庆渝北银座村镇银行党支部书记、董事长王伟杰

80 多年前，我出生在日
本帝国主义侵华战争全面爆
发的时期，在上海的唯一的国
立医学院（简称上医）师生纷
纷逃离上海，来到重庆歌乐
山，建立了抗战时期的国立上
海医学院。

当时 4 岁的我跟随大人
和成千上万的难民，辗转来到
重庆。途中我叔父患斑疹伤
寒去世，父亲患支气管哮喘。
由于父亲疾病的缘故，我幼小
的心灵种下了将来要当医生
治病救人的愿望。

抗日战争胜利后，上医迁
回上海，我也定居上海。那个
时代要读大学是很困难的，幸
运的是，1949 年新中国成立
了，1952 年我考取上医。是
党和国家为我们提供了学习
与生活的条件，还有一批知名
专家教授的教导与培养。

1956 年，为了改变西南
地区医药卫生落后的状况，
将近 1/2 的上医职工（400 余
人）响应国家号召，在钱悳院
长率领下，扶老携幼、举家搬
迁，溯江而上来到重庆袁家
岗。

当时我所见的重医一片
荒坡农田，只有工字型楼的门
诊与病房，大家住在草棚、平
房、泥巴地，生活虽然艰苦，但
是挡不住大家的工作热情和
建立重医的决心。

几年后，重医逐渐走上正
轨，医疗质量明显提高，来院
病人增多。

上世纪七十年代，传染病
科在钱悳院长、刘约翰主任、
王其南教授的领导和培养下，
制定了口服治疗血吸虫病的
药物（血防846）研究方案，建
立了院内第一所简陋的实验
室。从动物实验到临床应用，
直到现场实地治疗，全校有关

的医务人员分批下乡到成都
四周的血吸虫病流行区工
作。他们不怕劳苦脏累，经千
辛万苦确定疗效。钱悳院长
在1977年著书立作将该治疗
血吸虫病的口服药正式编入
了传染病学的教材。

传染病科为我院科研作
出了突出贡献，于 1989 年最
先被评为国家重点学科，是重
医光荣的医学史篇。

上世纪八十年代，我国人
口老龄化增长，但中华医学会
没有老年医学这个学科，因此
建立老年医学研究迫在眉
睫。年过半百的我带着老师
们的教导，在医院党政及卫生
局的支持下，1988 年建成老
年病科，不久后成立了重庆市
中华医学会老年医学专委会，
我是首届副主委。在1990年
在评三甲医院时，老年病科被
评为先进集体科室。2003
年，老年病科被评为国家重点
专科学科。

回想我这一生最大的财
富就是老师，尤其是上医西迁
的老师们，他们爱党爱国、爱
上医、更爱重医，他们坚持科
学、严谨求实、刻苦钻研、开拓
创新，无怨无悔地为劳苦大众
服务、为祖国医学教育事业奉
献终身。老师们的教导深刻
影响着我的成长。

在重医建校65周年纪念
日，我衷心希望未来的学子们
珍惜时光、勤奋学习。首先要
学习历史，特别是近百年的历
史，不忘国耻；要学习新的科
技，开拓创新；同时也要强身
健体，爱护眼睛；更要实事求
是、严谨治学，密切联系群众，
为人民群众办实事、办好事。
最后，祝贺我们的重医明天更
美好！

（记者 李星婷）

我这一生最大的财富就是老师
89岁西迁老专家、重医附一院老年

科创建者马映雪回忆西迁往事

10月27日，重庆医科大学缙云校区会议中心，该校建校65周年纪念大会隆重举行。图为西迁老同志代表获颁纪念章。
记者 卢越 摄/视觉重庆

10月27日上午，重庆医科大学举行建校65周年纪念
大会。大会上，由上海医学院西迁至渝、创建了重医附属第
一医院老年科的马映雪，作为西迁老前辈代表发言。发言
中，89岁的马映雪数度哽咽，深情追忆了她与重庆的渊源，
以及她和当年西迁老专家一起参与建设重医的往事，勉励
学子们珍惜时光、勤奋学习，为祖国奉献光和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