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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园文化

说到故事，大概人人都爱听，很多人也
喜欢讲，习近平总书记曾多次指出要“讲好
中国故事”。广州中医药大学近年来注重讲
好校园故事，形成了“人人讲故事、时时讲故
事、事事讲故事”的生动局面，并将其作为弘
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培养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的一个有效途径，以此加强和改进大学
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取得了较为明显的成
效。

鸿雁传书的故事
校园有爱青春常在

一次主题班会后，该校第一临床医学院
2016级中医班学生孙雅雯告诉辅导员李肇
宏老师，自己感触很多，但又比较害羞，不敢
直接跟老师讲，希望给老师写信来沟通分享
心得和困惑。李肇宏喜出望外，当即表示非
常欢迎这种传统的交流方式。第二天老师
就收到学生第一封手写的书信，在信中，雅
雯表达了自己对辅导员的欣赏，分享了她作
为大一新生的困惑。在回信中，李肇宏没有
用官方套话，没有苦口婆心的说教，而是用
真诚直率的口吻安慰雅雯，同时也分享了自
己从学生跨入职场成为老师后的所思随想，
俨然把这封信当成了自我倾诉分享的“日
记”。信的末尾，老师和雅雯约定，希望这种
书信交流能坚持下去，师生也是朋友，可以
无话不谈。

一年多来，师生俩通过书信往来，分享
身边故事、畅谈人生哲理、讲述悲欢离合、
评论热点新闻等，建立起了亲密的师生关
系。李肇宏的故事逐渐帮助新生走出阴
霾，而雅雯的文学功底也深深地折服了李
肇宏。在一次学校要举办演讲比赛，李肇
宏想起雅雯有深厚的文学功底，于是迫不
及待地在信中鼓励她主动报名参加演讲比
赛。一开始，害羞的雅雯不敢尝试，在老师
不断的鼓励与开导之下，她勇敢地迈出了
第一步。在准备演讲稿、试讲、初赛、复赛
乃至最后的决赛的过程中，李肇宏和雅雯
不断保持书信往来。最终，从来不敢当众
讲话的雅雯，站在演讲比赛决赛的舞台上，
泰然自若地赢得了二等奖。现在，在各种
校园舞台上都能看到雅雯的身影，她在校
征文比赛、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天使之
翼”医学生志愿者、校运动会等不断斩获名
次。师生间的书信有了更多丰富的故事、
更深刻的主题。他们的书信还在不断往来
之中，而他们的故事也获得了 2017 年新生
教育案例一等奖。

雅雯和老师通过书信沟通的故事并不
是个案，在广州中医药大学，除了师生之间
的书信沟通，师兄弟姐妹间也有鸿雁传书的
美好故事。例如学校每年都组织开展“致师

弟师妹的一封信”征文活动，以帮助新生尽
快适应校园环境和大学生活。

大医精诚的故事
仁心仁术就在身边

为中医学发展呕心沥血、奔走呐喊的百
岁国医大师邓铁涛，曾对前来采访的广州中
医药大学校报记者讲述了他的梦想并为之
奋斗的故事，邓铁涛说，他的中国梦即是中
医梦。

“说到梦，首先要感谢我的父亲。我的
父亲叫做邓梦觉，就是‘大梦谁先觉，平生我
自知’之意。”邓梦觉毕生业医，邓老自幼受
其熏陶。“父亲在我小时候就常常启发我梦
想。我自小听父亲的教导，学会了做各种各
样的梦。”1932 年，邓铁涛中学未毕业便考
入了广东中医药专门学校，“那个时候就是
我中医梦的开始”。

这个中医梦从开始至今一直在做着。
在101岁（虚岁）的生日庆典上，邓铁涛激动
地说：“我把 101个愿望都给了中医。”他一
生就活在这个中医梦里，从幼时眼见父亲悬
壶济世，到后来的中医求学之路，再到为中
医学教育发展奔走疾呼，为中医学的发展呕
心沥血，邓铁涛始终在做着一个未曾改变过
的中医梦。

孙思邈在《大医精诚》中说，“医学乃至
真至微之事”，不能以“至粗至浅之思”而草
率从事，必须“博极医源、精勤不倦”。邓铁
涛强调“仁心仁术乃医之灵魂”，在医患关系
愈演愈烈的今天，“仁心仁术”是对每一位医
务工作者的职业要求和必备的素养，“这是
我们中医一贯的教养”。

邓铁涛对记者说：“21 世纪是中华文
化的世纪，是中医腾飞的世纪。这就是我几
十年前就开始的最大的梦。”

大医精诚的故事，校友讲得最多。作
为新生教育，广州中医药大学经常请优秀
校友回校讲校园故事。广东省委宣传部常
务副部长郑雁雄是广州中医药大学 1979
级校友，有一次应邀在新生开学典礼上讲
起了老师岑泽波教授的故事。一位中学老
师托他找岑泽波看病，岑泽波竟然自报电
话，称“不须熟人介绍，随时可来问诊，免得
耽误时机”，寥寥 18 个字，却体现了《大医
精诚》中“皆如至亲之想”的深厚内涵。一
个病人久病，自己臆想出很多病理来，问诊
时老师并不因此而不耐烦，反而微笑着一
一解答疑问，认真处方施医。谈到兴起，岑
泽波为了说服病人，竟让病人家属到自家
书房的书架上拿书，精确翻到第几页来印
证自己对病情的论断，结果分毫不差，病人
和家属佩服得五体投地，不久病人病情就
大为好转了。

中药养猪的故事
创新创业先行先试

2016 年 11 月 2 日，刊登在中国中医药
报的《中药喂养，猪更健康》，讲述的是广州
中医药大学毕业生林佳祥用中药养猪，根据
季节更替，把不同的中药调进猪饲料中，增
强猪抵抗力的故事。而这只是广州中医药
大学近年来创业故事中的一个。

林佳祥是该校 2009级临床中药学毕业
生。20多岁的他在大学期间卖过尤克里里
（一种乐器），开过文化传播公司，2013年，他
将目光瞄准互联网+农业，“猪肉是中国人的
主食，市场非常庞大，属于刚需。”于是，林佳
祥在金树湖开了一间农场。“猪的日常护理
不难，但一些疾病处理需要很专业的经验和
长时间的护理。”他举了个例子，半封闭的猪
场，如果天气闷热，盖在屋棚顶部的帆布就
要拉起来，拉多了猪可能生病，拉少了闷热
无法缓解。“我自己亲手接生了 100多头小
猪，但在两年的农场磨合期中几乎死光了。
各类疾病是农场遇到的最大问题。”林佳祥
至今心有余悸。经过两年磨合，他组建了一
支专业团队，全是有养猪经验的老师傅，24
小时住在农场里。2015年后，农场里的猪没
有再发生过大疾病，进入相对稳定期。

近年来，林佳祥和小伙伴们花大力气对
猪场进行改造。“农场周围全部都是山，猪喝
的是山泉水，矿物质高。”堪称杀手锏的，是
这位中医药大学毕业生学以致用，用中药养
猪。“之前猪老是生病，我们就想，人可以吃
中药，为什么猪不行？”这群大学生根据季节
更替，把不同的中药加进猪饲料里，给猪“调
养生息”。“比如吃点黄芪，可以增加抵抗力，
补气；板蓝根清热抗病毒，流感时节可以抗
流感；如果天气比较湿热，就给猪吃点祛湿
的中药。”没想到，效果竟出乎意料地好。“这
就跟中医治未病的理念一样，等猪生病了再
去治，已经晚了。下猛药，对猪的第二代、第
三代不好，药效容易降低，用这种接近食疗
的预防方法，猪的身体更健康。”这么“高大
上”的方式养出来的猪，价格并非高不可及，
每斤只比普通猪肉贵2~3元。林佳祥的“猪
场养生方”由板蓝根、溪黄草、穿心莲、两面
针、广藿香、广金钱草等组成，已获得专家的
充分肯定。

近年来，广州中医药大学创业已经蔚然
成风。在2015年曾应邀和陈道明、姚明、许
宁生等其他 9位代表一起在中南海与李克
强总理面对面，对《政府工作报告(征求意见
稿)》提出建议的广州中医药大学毕业生、广
州九尾信息科技公司“90后”CEO王锐旭，
如今已经把其大四时开发的“兼职猫”APP
产品打造成了国内知名兼职软件，2015年

4月，王锐旭被共青团中央评为全国向上向
善好青年，2017 年入选中国青年报评选的
全国大学生创业十强。此外，还有入选全国
大学生创业百强的该校学生、“谋士科技”创
始人朱楚杰，致力于让中医也能网购的“金
华佗”戴韵峰等。

2016年 11月 25日，学校把一些创业牛
人请回来，做了一场别开生面的创业创新故
事分享会。作为广东省教育厅主办、广州中
医药大学承办的“不忘初心 梦圆南粤”活动
之一，以及学校“我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代言”系列活动之一，学校邀请了健翔医院
创始人龙翔宇、“兼职猫”创始人王锐旭、“金
华佗”创始人戴韵峰、金树湖创始人林佳祥
等 4位优秀校友（同学）进行了创业故事分
享。4 位创业达人讲述了自己的学习生活
经历，分享了自己的创业故事。龙翔宇分享
了创业过程中遭遇合伙人背叛的辛酸故事，
提醒同学们创业要选择志同道合的合伙人；
林佳祥刚开始创业时，由于团队缺乏养猪的
经验，一百多头小猪“全军覆没”，后来，他选
择更为专业的人员指导和操作，正如他所说
的“做专业的事要用专业的人”，团队中有不
同类型的专业人才，才能更好地维持企业的
运作；戴韵峰分享了创业初期最痛苦的故
事，莫过于团队成员迫于生活压力，每周都
有人给他写“分手信”，提醒创业者要有强大
的抗压能力。在同学们的追问下，王锐旭还
饶有兴致地讲述了2015年被邀请到中南海
与李克强总理面对面的难忘故事。

青蒿素的故事
巡回演讲振奋人心

羊城晚报记者王倩以《青蒿素——一个
动人的中国故事》为题，讲述了广州中医药大
学青蒿素临床研究专家李国桥和广州中医药
大学1978级著名校友、广东新南方集团总裁
朱拉伊十几年来通过中国方案抗击非洲疟疾
的故事。这个故事的基础是2015年刊登在羊
城晚报上的“揭秘青蒿素和广东的故事”独家
系列报道，以王倩为主力记者的这些报道深
入挖掘了青蒿素的推广历程和给世界带来的
重要贡献，“揭秘青蒿素和广东的故事”同时
获得中国新闻奖和广东新闻奖。

从去年下半年开始，王倩带着《青蒿
素——一个动人的中国故事》，参加了由
中宣部、中央网信办、国家新闻出版广电
总局、中国记协共同组织的全国第四届

“好记者讲好故事”大赛，获得名次后，分
赴北京、辽宁、吉林、黑龙江、陕西、甘肃等
地开展巡讲活动，广东青蒿素的故事，再
一次在全国引起强烈反响。

青蒿素的故事从广州中医药大学走出，
以“厚德博学、精诚济世”为校训的广中医人

自然对其耳熟能详。2017 年 9 月 29 日，学
校在大学城校区大礼堂举行了题为“倾情
20 载，共筑中医梦”特殊盛典，致敬朱拉伊
捐资设立新南方教学奖励基金 20周年，恩
师李国桥教授应邀出席。坐在台上接受主
持人采访时，朱拉伊深情回顾了难忘的母校
求学故事和企业研发推广青蒿素的故事。
他说，在自己的人生路上，“母校”和“中医”
已经成为一种信仰，母校是追寻中医药梦想
的精神家园和心灵深处的温暖港湾，他的企
业发展方向与企业管理文化等各方面都始
终与中医药息息相关。12位历届新南方教
学奖励基金获奖代表也上台接受访谈，其中
包括禤国维、周岱翰两位国医大师，优秀教
师陈蔚文、罗颂平、李赛美，优秀校友卢炎
华、黄超原等，他们的奋斗故事深深地感染
了在场的莘莘学子。

毕业生的故事
岁岁年年华彩人生

故事不仅在口头，也在笔头。每到毕业
季，学校都会搜集优秀毕业生的故事，并邀
请媒体做集中报道。如今，毕业生们都以当
故事主角为荣，优秀毕业生的故事不仅成为
师生茶余饭后的饶有趣味的谈资，更是在读
学生的榜样。

2016年的毕业生故事，选取了同时考上
本校硕士的宿舍四人，报道中这样写到：“在
三元里校区一栋 204宿舍，曾经藏着 4个努
力追逐梦想的阳光男生。高颜值、高智商的
他们，在2016年研究生入学考试中，共同以
高分考上本校硕士研究生。在广州军区总
医院实习的龚水帝和刘佳彦，分别考取了一
附院骨科和学校临床药理研究所；来自省中
医的实习生沈玮和戚子荣，分别考取了附属
广东中西医结合医院骨科与三附院骨科。
他们被媒体称为‘广中医F4’。”而在校喜结
良缘的台湾学子、广州中医药大学2013级学
生吕冠泓和曾语靖，不仅享受在毕业典礼上
同时接受校长拨穗的礼遇，还收获了学校特
意为新婚夫妇准备的礼物——一套龙凤碗
筷，寓意“筷筷乐乐、碗碗美美”。从法国尼
斯到中国广州、从厨房设计师到针灸能手，
这样的传奇故事发生在35岁的阳光帅哥朱
利安身上。他经常身穿印有“厚德博学”校
训的红色T恤，“我很赞同这4个字的含义，
从医的态度和学识都非常重要”。在广州中
医药大学学习生活的这几年，这名法国帅哥
对中国文化有了越来越深的理解。

2017 年的毕业生故事，既有刚毕业就
开办中医馆的女中医生，也有被保送清华大
学的男护士生，还有入主“全国大学生创业
百强”的创业达人，更不乏热爱中医、从世界
各地奔赴而来的海外学子。

广州中医药大学：

讲好校园故事 培育优秀人才
通讯员 肖建喜

3月的东北，冰雪还未消融，寒风依然剌
骨，但在黑龙江中医药大学的校园内外，却一
阵阵春潮涌动，所到之处，散发着温暖和力
量。这是一个个由学校青年教师和大学生组
成的志愿服务团队，他们带着中医药青年的
使命与担当，来到社区、敬老院、希望小学，开
展丰富多彩的志愿服务活动，传承雷锋精神，
践行志愿理念，弘扬传统美德，传播中医药文
化，受到社会各界的欢迎和好评。

尊老敬老爱老 有心更要有为

黑龙江中医药大学志愿服务团队以实
际行动弘扬中华民族敬老爱老的传统美德，
与各个社区多家老年公寓建立了长期有效
的联系和服务机制，积极开展志愿服务活
动。

3月 5日，该校青年志愿者来到哈尔滨
绿色家园敬老院。学生们为老人们清扫院
子里的积雪，初春时节，乍暖还寒，但是扫雪
的志愿者们却热情高涨，三五人一组，分工
合作，默契配合,很快就将院子里的积雪清
扫干净。在敬老院，学生志愿者们利用所学
的专业知识为老人们测血糖血压、推拿按
摩、检查身体情况，仔细询问老人的饮食起
居，嘱咐老人们要注重保养身体，注意合理
饮食，并向他们介绍中医药保健常识，以及
如何预防老年常见病等相关知识。学生志

愿者们还为老人表演了精心准备的歌舞等
文艺节目，现场气氛其乐融融，看到老人们
脸上洋溢着的笑容，大家备感欣慰。学生们
在活动中所展现出的扎实专业基本功、热情
周到的服务态度也受到老人们的一致好评。

突出专业特色 加强社会服务效果

该校中医药青年志愿者充分发挥学科
专业特色和优势，广泛开展义诊、针灸推拿
服务、中医药科普文化知识宣传、农村卫生

事业调研等工作，受到群众的普遍欢迎和社
会各界的广泛好评。

近日，该校老师和学生们组成的志愿者
服务团队在哈尔滨福特分公司开展义诊。
学生志愿者们为前来就诊的公司员工量血
压，讲解中医药养生保健知识，普及情志调
摄、饮食调养、生活起居、运动健体、穴位按
摩等中医养生方法，推广太极拳、五禽戏、六
段功、八段锦、气功等中医养生方法，帮助员
工体验中医特色疗法——耳穴埋针。此外，
黑龙江中医药大学每天派遣 1~3名学生志
愿者到省博物馆承担讲解工作，学生志愿者
们表示，在省博物馆的讲解工作不仅锻炼了
自己的口才，还学习到很多历史知识。多年
来，参与此项服务工作的学生志愿者累计达
1000 余人次，志愿服务总时间达 5000 余小
时，学生们热情周到的服务多次获得省博物
馆有关领导和来馆参观市民的好评。学校
在“黑龙江省博物馆第七届志愿者评选活
动”中获“志愿者优秀团队”称号，另有多名
学生分别获“十佳志愿者”“优秀志愿者”“志
愿者活动优秀组织者”称号。

大手拉小手 志愿服务情暖童心

黑龙江中医药大学创新工作模式，探索
建立社会实践与第一课堂、志愿服务相结合
的工作模式，深入希望小学课堂、聋儿康复

中心，为小学生讲授“神奇的中医”“针灸的
奥妙”“中药”“中国医学史——中医名家”等
科普知识，与聋哑儿童们互动，给孩子们营
造一个平等、愉快、和谐的成长环境，传递

“奉献、友爱、互助、进步”的志愿精神。
该校七彩课堂志愿服务活动作为学校

品牌活动，已连续开展 8年，志愿者每周在
哈尔滨市通乡小学进行志愿服务活动，并且
通过开展春季游园会、毕业告别会、走进中
医药大学等互动活动，让孩子们感受中医药
的魅力，体会到中医药文化的博大精深。项
目启动至今，黑龙江中医药大学共有723人
次参加该志愿项目，累计服务时长超过 700
小时。在第 55个学雷锋纪念日当天，校团
委还与通乡小学签署共建“大手拉小手”志
愿服务基地协议，达成长期合作意向。在端
午节、儿童节等节日期间，该校志愿服务团
队深入佳木斯市聋儿康复中心，为小朋友们
送上节日贺卡，带领小朋友们画画、折卡纸，
孩子们也在老师的带领下挥动小手与志愿
者们进行互动，大家沉浸在欢乐的气氛中。

近年来，黑龙江中医药大学一直坚持开
展经常性的学生志愿服务活动，有组织、有
队伍，有感动、有带动，志愿服务常态化、多
样化，取得积极成效,在第八届黑龙江省青
年志愿者行动先进个人和集体评选中，该校
多支青年志愿者服务队荣获“黑龙江省优秀
青年志愿服务集体”称号，多名志愿者荣获

“黑龙江省优秀青年志愿者”称号。学生志
愿者们在志愿服务的过程中，真正发挥所
学，对专业所学有所提升、有所思考、有所收
获，纷纷表示要更好地传承和弘扬雷锋精
神，以点点滴滴、实实在在的行动，书写新时
代的雷锋故事，用青春的奉献与付出扮靓美
丽的春天。

黑龙江中医药大学：“学雷锋”常态化、多样化
通讯员 李博宇 本报记者 常滨毓

校园里的故事，每天都在发生。学生们或是故事的主角，或是故事的听众，他们享受着这些
故事，并且在故事中快乐地成长——

学生志愿者们在敬老院为老人们服务学生志愿者们在敬老院为老人们服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