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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先锋科技先锋

谈谈

他，扎根基层科学技术教学工作20
年，从教学中汲取灵感，在生活中积累
经验，是学生和同行眼里的“科学狂
人”，是邻居朋友眼中的“全能维修员”。

他就是万盛经开区教师进修校科
学教研员——杨波。杨波先后荣获全
国自制教具能手、全国十佳优秀科技
辅导员、重庆市优秀科技辅导员等称
号，也是万盛经开区第一位获得国家
认证的全国高级青少年科技辅导员。

兴趣是最好的老师

“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因为对科学
有浓厚的兴趣，点燃了我的科技教育
梦。”杨波说。他从小就是一个科技
迷，小学时就爱倒腾小物件，比如手电
筒、收音机、自动铅笔等。

杨波考上了师范学院后，更是对
科技痴迷，参加了学校的电子电路和
航模小组，并用自动控制技术成功制
作出遥控驱逐舰模型。毕业后，杨波

到金桥双河小学（今金桥镇侨心小学）
担任语文和自然学科教师。

那时候，杨波是学校里的兼职“维修
师”，大到设备短路、电脑故障，小到电
灯、插座坏了，都是他的“业务”范畴。“那
时候，一有时间我就翻看有关电路的书
籍，越学越有劲。”杨波说。他还自学了
木工、焊工、电工等技艺，慢慢从维修物
件，变成了制作教具和搞发明创作。

在实践中探索科技的奥妙

杨波的作品主要分为教具和生活
小发明两类。

“我特别热爱青少年科学教学。”杨
波说。2002年他调到金桥小学任教，
2012年9月调到万盛小学担任科学教师
和科技辅导员，去年8月调入区教师进修
校担任小学科学及中小学科技教研员，
教学工作从来没有离开过科学教学。

“科学教学，就是要当好辅导员，
让学生动脑、动手，在不断实践中，探
索科技的奥妙。”杨波说，“5年前辅导
学生何俊怡制作小发明《新型订书钉
取钉器》作品的情景还历历在目。”当
时，他辅导学生把电工用的剥线钳进
行改装，将内部两块剥线的金属片延
长，恰巧能应用于订书钉的拔取，凭借
巧妙的改进，最终获得市级一等奖。
这只是杨波辅导教学中的一个缩影。

近年来，杨波在科学教学实践中已
获得国家级、市级、区级荣誉60余项。

工作之余，杨波经常参加科普志
愿工作，辅导孩子制作科技模型、参加
家电维修义务下乡活动等，身体力行
传播科学知识。

6月10日，受巴勒斯坦政府邀请，
中国政府派遣赴巴勒斯坦抗疫医疗专
家队，唐军成为赴巴勒斯坦抗疫医疗专
家组成员之一，也是专家组唯一一位中
医专家紧急出征支援巴勒斯坦。

到达巴勒斯坦后，专家组积极与巴
勒斯坦国家应急委员会、诊疗委员会、
新冠肺炎治疗中心、实验室团队成员及
世界卫生组织、联合国近东巴难民救济
及工程处、联合国儿童基金会驻巴代表
交流中国抗疫经验，唐军作了“新冠肺
炎的中医治疗”交流报告，向华人华侨
留学生介绍中医药预防新冠的经验，并
向驻巴办赠送预防中药配方颗粒，受到
巴勒斯坦专家及华人华侨的欢迎和好
评，有效传播了中医药文化。

苦学精研
传承创新自成一派

争做“明医”，是唐军学医之初便立
下的宏愿。

为钻研医学，唐军始终遵从医圣
“勤求古训，博采众方”的古训，勤参经
典，悟其精华，并先后南下广州、北上
京城、西出成都与西安，求学广东省中
医院、北京中医药大学、成都中医药大
学。他遍访名师，师从著名国医大师郭
子光教授和全国名中医重庆医科大学
附二院王辉武教授。

正所谓“天道酬勤”，经过20多年

的临床实践，唐军以《伤寒论》为宗，形
成自己独特的学术思想：治疗外感伤寒
与温病不偏颇，提倡寒温合一；杂病以
五行五脏学说为中心，重视脾胃与阳
气，擅用“脾胃学说”与“扶阳理论”治疗
杂病，但不走极端。在脑病方面提出

“中风非肝在心”，以泻心火为主治疗脑
出血，通心脉为主治疗脑梗塞，擅长以

“清阳理论”治疗重症肌无力，以“和五
脏”治疗失眠，以“外风”理论治疗多发
性硬化、视神经脊髓炎等，均取得明显
临床疗效。

近年来，他带领重庆市中医院脑
病科团队围绕中医优势病种中风、眩
晕、痴呆、帕金森病开展中医特色治
疗和科研，如围绕中风开展“急性缺
血性脑卒中偏瘫康复技术的示范与
推广”“泻火平肝汤（中风 2 号方）治
疗脑出血急性期的临床观察”等多项
研究，推广刺血醒脑法治疗急性缺血
性卒中适宜技术，深受基层医务人员
好评。

值得一提的是，新冠肺炎疫情发生
之初，唐军就参加了市卫生健康委组织
的重庆市新型冠状病毒肺炎中医药防
治推荐方案第一版和第二版的讨论和
修订。在万州抗疫期间，他与其他专家
一起创造性提出“浊毒”理论，制定出
《重庆市无症状感染者中医干预方案》，
纳入《重庆市新型冠状病毒肺炎中医药
防治推荐方案》第三版中。

心系患者
倾尽全力奉献百姓

从医之初，唐军就立下誓言：“愿尽
身心献医学，鞠躬尽瘁奉百姓。”

他总说“病人都是我们的亲人，如
同我们的父母兄妹”，他还说“花小钱治
大病是我们的目标”。说到就要做到，
他总是急患者之所急，对患者疾苦感同
身受，尽其所能缓解患者病痛。在门
诊，他常常用言语开导、鼓励、安慰患
者，很多情况不用药物，患者即可满意
而去。

针对重症肌无力、多发性硬化的
病人，需要长期服用激素或者免疫抑
制剂，他查阅历代文献，专门研究神经
免疫类疾病的中医治疗方案，寻找最
佳中医策略，在他的治疗下，很多患者
摆脱了激素和免疫制剂，恢复了健
康。例如，14岁的贵州省沿河县学生
谭某，患重症肌无力已经7年，碾转四
处求医，2018年来到重庆市中医院找
到唐军。因长期口服激素，谭某面目
浮肿，抵抗力下降经常感冒，唐军仔细
辩证，经中药治疗，体质已逐渐恢复，
很少感冒了。

这些年来，唐军始终坚守在临床一
线，坚持每周3天门诊，年门诊量8000
多人次，查房指导上万余人次。考虑到
许多外地患者远道而来求医不易，不管
再晚，他都会坚持看完最后一个病人。

多年来他从没有休过公休假，把自己的
电话向所有患者公开，无论何时何地，
病人都能第一时间找到他；无论多忙，
他都会耐心解答病人的问题。用他的
话说：只要病患需要我、信任我，我就会
时刻在他们身边。

为了救治更多病患，唐军带领科室
不断发展壮大，门诊从 2014 年每年
15000人次增长到50000人次，出院人
次从每年 1100 人次增长到 3000 多人
次，科室率先在全国中医系统创建“高
级卒中中心”，科室脑血管病综合救治
能力处于国内领先水平。

同时，他牵头建设重庆市“中医卒
中联盟”，让优质医疗资源下沉，与区县
中医院共建卒中中心，落实医改，实现
双向转诊，服务基层人民群众。他还
带领团队建设中西医结合睡眠中心，
每年为上万名患者解除睡眠身心疾病
烦恼。

唐军：“悬壶济世”诠释仁心仁术
本报记者 何军林

45 岁罗风华是石柱县中益乡
华溪村驻村第一副书记，他正在村
里的黄精育苗大棚内查看黄精苗
的长势。近年来，在扶贫干部的带
动下，中益乡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

化：路通了、产业发展好了、人居环
境也提升了，村民们从细枝末节的
生活习惯到努力奋斗的精气神都
有了很大改变。

新华社记者 刘潺 摄

唐军，重庆市中医院脑病科
主任，主任中医师，硕士生导师，
中国中医药研究促进会脑病学
分会副会长，重庆市中医卒中联
盟秘书长，重庆市中医卒中专委
会主任委员，重庆市中医神志病
专委会主任委员。

杨波：春风化雨育新苗
文/图 本报通讯员 刘文佳

人工智能不是一个孤立的静止
系统。从历史层面看，智能革命与前
几次技术革命有着本质差异。从蒸
汽革命、电气革命到信息革命，在某
种程度上说都是人类学习和适应机
器。而在人工智能时代，是机器来学
习和适应人类，是人和机器一起学习
和创新。人工智能发展包括弱人工
智能、强人工智能和超人工智能三个
阶段。虽然强人工智能和超人工智
能距我们尚远，但我们应运用前瞻思

维深入思考未来可能出现的突出问
题，如人工智能是否安全可控、人会
不会被机器取代、人与机器的责任如
何界定等。

——李彦宏
（李彦宏，全国政协委员、百度董

事长兼首席执行官）

科学需要一个人贡献出毕生的
精力，假定你们每个人有两次生命，
这对你们说来还是不够的。

——伊凡·彼德罗维奇·巴甫洛夫
（伊凡·彼德罗维奇·巴甫洛夫，

苏联生理学家、心理学家、医师、高级
神经活动学说的创始人，高级神经活
动生理学的奠基人）

万盛经开区教师进修校科学教研
员杨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