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4 2023 年 5 月 9 日
责编：刘 毅 排版：张烨蕾 UNITED � T IMES人 物

社址：上海市北京西路 860号 电话：23188505��传真：62535386��邮政编码：200041���广告经营许可证号：3100620130021��定价：每份 1.3元 订阅：各地区邮局 零售联系电话：23188508��印刷：上海界龙中报印务有限公司 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杨高中路 2112号

■ 钟 珊

4 月 18 日，在静安区政协举办的“静·界”读书会活动上，市
政协委员、 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内镜中心主任周平红教授应
邀作题为“培育创新文化，弘扬科学家精神———不忘初心，发扬
大国工匠精神”的专题报告，并与听众开展交流。 他深入浅出地
讲解了高难度内镜技术， 分享了多例在消化内镜领域获得国际
好评的手术案例，介绍了多项世界首创的内镜新技术。 他用“匠
心”和“创新”带领“中国内镜走向世界”，用“二十年磨一剑”诠释
了中国工匠精神，令人感受到了走向世界的“中国创新力量”。

周平红长期带领团队致力于消化内镜微创诊疗技术的创新
研究，在国际上首创多项内镜新技术，创建内镜微创治疗消化道
疾病技术体系，被欧美消化内镜学会（ASGE 和 ESGE）等制定的
20 部国际指南推荐为标准术式并在全球广泛推广，现已逐渐取
代该领域的外科手术治疗。 周平红教授领衔的内镜微创“中
山标准”从被国际同行认可，到写入规范、改写指南，最终扭转了
“国外专家说了算”的局面，有力地提升了中国消化内镜国际影
响力。

前不久，周平红被授予了“2022 年度吴阶平医药创新奖”。

初心
学医和从医是人生中最重要的决定

周平红出生在农村。 他一直记得，一个夏夜，因为贪凉玩水
而着了凉，肚子疼得不得了。 情急之下，外婆请来一位赤脚医生
给他扎针，肚子立马就不疼了。这次亲身经历让周平红对医生的
印象特别好。“以前家里从来没有人考上大学，到了高中我也不
知道自己能不能考上，高考志愿无论是大学还是大专，我全部填
的是医学专业。 ”

1986 年，周平红从江苏考上了上海医科大学（复旦大学上
海医学院前身）。 拿着行李和录取通知书报到时，他才发现医疗
系本科要读 6 年，“当时急得差点哭出来，后悔报这个专业”。 后
来知道上海医科大学临床医疗系的学术地位后， 就有了一个坚
持读下去的理由，“这也是我人生中最重要的决定”。

1992 年，周平红大学毕业，因学业优秀被分配到中山医院
普外科。“当时患者并不多，我有时上午开刀，下午就去图书馆看
书。”后来，中山医院内镜中心急需“新鲜血液”，周平红就主动要
求去学习内镜操作，想法很简单，趁年轻精力充沛，多掌握一门
技术。 2004 年，医院从学科建设角度建议他一边做外科手术一
边做内镜治疗， 至此，“我才真正开始探索内镜微创治疗消化道
疾病，并潜心钻研”。

匠心
将内镜治疗“禁忌症”改写为“适应症”

传统内镜手术只能切除 2 厘米以下， 表浅的黏膜层消化道
早期癌。一旦在内镜下发现 2 厘米以上的肿瘤，只能分片分块切
除。 这意味着肿瘤有可能在胃肠壁上有残留，而导致复发。

2006 年，周平红和团队在国内率先开展内镜黏膜下剥离术
（ESD）治疗消化道浅表早癌，目的就是树立内镜下微创切除的
“金标准”（整块切除），将肿瘤完整地切除下来，其优势在于提供
完整而准确的病理学诊断，而且保留器官的正常功能。 比如说，
早期胃癌和食管癌的消化道手术创伤较大，而 ESD 可以保留胃
和食管，患者术后的生活质量非常高。不少患者经常开玩笑称他
为“周扒皮”，周平红欣然接受，“其实这也是对内镜黏膜下剥离
术最通俗的比喻”。

随后，周平红和团队又将目光瞄向消化道黏膜下的肿瘤。为
了把长在胃壁和食管壁夹层中间的肿瘤切掉，就要先把黏膜“扒
开”，取出肿瘤后再缝合，这就是内镜黏膜下肿瘤挖除术（ESE）
和全层切除术（EFR）。贲门失弛缓是一种少见的神经源性疾病，
病人在吞咽食物时无法正常松弛， 导致食物难以通过贲门到达
胃腔，进而出现无法进食，最后导致严重的营养不良、消瘦，甚至
死亡。 2010 年，周平红和团队开展了中国首例经口内镜下贲门
环形肌层切开术（POEM），通过内镜在非常薄的食管壁中间打
个“隧道”，将内镜插入食管壁中间，切断食管肌层保留食管黏膜
完整性。在开展隧道内镜技术治疗贲门失弛缓症的基础上，他和
团队继续创新了经黏膜下隧道内镜肿瘤切除术（STER），被业
界认为是推动内镜技术进入固有基层肿瘤治疗时代的标志。 这
两项新技术，还直接推动了国际指南将内镜治疗的“禁忌症”改
写为内镜手术的“适应症”。

近年来，来自欧美和日本等廿多个国家的百余名专家，选择
到中山医院内镜中心进修学习，同时，美国、德国和埃及等国家
的 50 余名国外患者，也选择在中山医院内镜中心接受内镜微创
治疗。

周平红认为，正是他和团队恪守的“四勤精神”：勤于观察、

勤于思考、勤于行动、勤于总结，成就了“中山标准”，就是在学习
先进治疗技术的基础上，大胆创新并及时总结治疗经验，写入规
范，改写指南，造福患者。

信心
以不断创新立于世界专业领域中央

以往，消化内镜被认为只是一种诊断的工具，如今，消化内镜
已经成为一把真正意义上的外科手术刀。 对于胃肠道肿瘤，消化
内镜可以切除早期病变，也可以针对晚期食管癌或胃癌所导致的
梗阻，放入支架打通“通道”，解决患者的进食问题，提高患者的生
活质量。 另外，消化内镜治疗已经突破了年龄、病种和消化道管壁
的限制。“对我们来讲，只要是内镜所能触及的范围，就是内镜治
疗的阵地，也是内镜科研的领域。 内镜下的切除手术，目前已经做
到了由表及里、由内而外，由器质性疾病到功能性疾病的突破。 20
世纪 60 年代到 20 世纪后期，可以说是西方国家独领风骚。但最近
20 年间，中国内镜医生奋发有为，已经站在了世界消化内镜切除
治疗领域舞台的中央。 ”周平红说。

作为一位消化内镜专家， 虽然面对繁重的临床医疗工作，但
周平红仍坚持科研创新，对“医研企”协同创新更是乐此不疲。

周平红说，二十多年的内镜微创切除治疗实践，令他对内镜
微创理念不断有新的认识：一是内镜下的治疗达到的疗效必须等
同于外科手术。 什么叫微创？ 就是快速、安全、简便。 这些年我们
开发了内镜治疗的器械， 比如说集九大功能于一体的 all-in-one
圈套器就可以实现微创的特色治疗。 二是内镜下的治疗既能保又
能切。 不仅要保留器官功能，对于需要切除的器官必须做到同时
切除。 比如说胆囊疾病，胆囊是胃壁腔外腹腔的器官，如果说胆囊
结石患者胆囊收缩功能比较好， 就可以给他做保胆取石的手术，
但假如胆囊没有功能了，也能给患者进行胆囊切除手术。 第三，真
正的微创治疗，对患者和医生而言都必须“微创”。 这就要求开发
新型的器械和操作平台，来减轻医生负担，缩短手术时间，才能提
高手术的安全性， 提高内镜治疗的疗效，“这就要求医疗机构、科
研院所和企业多方协同，开发真正适合于内镜微创治疗的平台和
器械，满足临床需求”。

恒心
为推广消化内镜“分级诊疗”模式鼓与呼

如果能够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消化道肿瘤 5 年生存率可
以得到很大提高。 以早期胃癌为例，内镜微创治疗的 5 年生存率
可以达到 90%以上。 但周平红注意到：我国消化道早癌发现率低，
绝大多数是出现典型症状才就诊；随着人群消化道早癌筛查意识
提高，内镜检查量逐年增加，但国内大部分地区缺少培训合格的
内镜医生，基层资深内镜医师稀缺，早癌诊断水平高的专家级医
生更是严重缺乏；内镜检查质控监管流程存在诸多管控不到位之
处；各级医院上下欠联动，不同地区内镜诊疗水平有差距，上下联
动和双向转诊实施并不完全顺畅等。

为此，周平红在今年年初上海市政协十四届一次会议期间提
交了“关于应用 5G�内镜智能信息平台，推广消化内镜‘分级诊疗’
新模式的提案”。 他认为，消化道早癌筛查刻不容缓，应倾斜卫生
资源，制定政策法规支撑消化道早癌筛查，构建消化道早癌筛查
和防治体系。 建立以区域三级医院为核心的消化专科联盟，设立
消化内镜医师培训基地，提升区（县）域医院信息化水平，实现指
标实时监测、远程指导等功能，重点提升区（县）级医院的内镜诊
疗能力，并开展健康科普，提升大众和患者树立筛查意识。

周平红建议，开发包括预约导诊系统、图文报告系统、洗消追
溯系统、宣教随访系统等在内的 5G 内镜临床智能信息平台。检查
前对患者进行宣教及远程管控，提高术前准备质量；检查过程中
实现实时质量监督，结合诊疗新技术和人工智能辅助内镜下疾病
检出，同时辅助完成手术决策；检查后进行患者短期和长期随访
追踪。 同时，推广“一中心，三统一”消化内镜分级诊疗新模式。 即
以区域标准化诊疗中心平台为枢纽，推动区域内医疗机构间统一
诊疗标准、统一调度资源、统一监管质控，最终实现各级医疗机构
上下联动，全面掌握区域内消化内镜诊疗整体状态与趋势，动态
监管各级医疗机构消化内镜诊疗质量，并通过 5G 远程教学平台、
AI 辅助监测、医学模拟教学模型的组合支撑，指导青年医生开展
内镜实操课程学习。“最终， 通过搭建国家—省—市—县架构平
台，提升平台赋能消化内镜诊疗的水平，助力国家分级诊疗政策
落地。 ”

对于荣获“2022 年度吴阶平医药创新奖”，周平红表示“特别
开心”，因为这是他“心中梦寐以求的奖项之一”。 获得这个奖项，
既是对他以往几十年临床工作的总结，也激励他树立更远大的工
作目标，继续开展并开创更多的内镜下微创治疗技术，造福患者。
理解和传承吴阶平院士所言“高尚的医德、精湛的医术和艺术的
服务”医学精神，无疑是周平红的毕生追求。

■ 记者 林 海 见习记者 张希喆

春末夏初的一个午后，走进上海市政协常委、上
海大剧院总经理张笑丁的办公室， 目光被两株盆栽
和四壁的画框所吸引：一株西洋兰（蝴蝶兰），一株中
国兰（春兰），各置于台面一角，徐徐盛开；一张名家
墨宝，一幅中国水墨，还有几张演出海报，分挂在四
面墙上，错落有致。 环顾四周，二十多年匆匆时光沉
淀而来的新老物件儿， 看似漫不经心地散置在办公
室各处。这个古与今、中与西、新与旧的结合体，宛如
一出精心打磨而成的舞台剧目， 就在这么一间四四
方方的斗室中交融碰撞着。窗外，一处施工场地的机
械施工声不时传来， 却始终无法搅动窗内这方寸之
地的平和。 在张笑丁讲述的春风大雅与秋水文章面
前，嘈杂之声仿佛都遁去无形了。

“人类的孤独感，唯有在舞台的剧目中得以升腾
释放。 ”清风过处，盆栽的兰花微微摇曳身姿。

比大剧院“入行”早两年
27 年前与上海大剧院结缘，是张笑丁人生中影

响深远的一次际遇， 尽管彼时的大剧院还是一片大
工地。“我入行比大剧院还早两年。 ”说完这句话，张
笑丁自己先笑了起来。

在延安高架与南北高架交汇的“东北一角”，有
一道两边反翘与天空拥抱的白色弧形， 弧形之下是
申城著名的文化地标———上海大剧院。

1996 年，张笑丁第一次站到这“东北一角”。 望
向眼前庞大又紧张忙碌的工地时， 距离大剧院建成
尚有两年时光。 这一年，20 岁出头的张笑丁从哈尔
滨来到上海， 这个爽朗的东北姑娘做了一个重要决
定：加入上海大剧院。“那时我很年轻，也很胆怯。 但
我觉得，这个‘活泼泼’的生命体在召唤我留下。 ”经
济学专业出身的张笑丁与文艺似乎并不沾边， 就像
许多年轻人没由来的选择一样， 她几乎第一时间就
下定了决心。

“在那个年纪，我与大剧院邂逅，冥冥之中，我感
到彼此之间有一个共同点：都是一张白纸，都有一个
梦想。 ”眼前这片施工地和张笑丁一样正蓄势待发，
试图呼唤出一片五彩斑斓的梦境， 这是她与大剧院
之间独有的“共鸣”。

从 1998 年 8 月 27 日， 大剧院开幕首演芭蕾舞
剧《天鹅湖》，到今年 5 月 2 日拉开大幕的中文版音
乐剧《歌剧魅影》，九千多个日夜的坚守，超过 1.5 万
场中外各类剧目成功上演， 逾一千万的到场观众人
次，张笑丁和上海大剧院人交出了一张亮丽的答卷。

南下“沪漂”至今，今年是张笑丁入行的第 27
年，大剧院今年也将迎来 25 周岁。 这个“活泼泼”的
生命体， 在张笑丁和同事们的陪伴和见证下发展壮
大，也在每一次艰难时刻，让张笑丁倾己所能对其呵
护备至。

聚合“文艺界”之力
“不少哈尔滨人是山东人后裔，闯关东的血液在

体内流淌，虽说女子柔弱，怎奈侠肝义胆！”同是市政
协委员，与张笑丁相熟的邵楠这样描述张笑丁。

同样来自文艺界的上海市政协委员金炜认为，
张笑丁的身上有一种“侠气”，这让她履职和工作之
间始终都秉持着“时时放不下心”的责任感。

去年 4 月，张笑丁为上海的“毛孩子”操碎了心。
疫情期间， 因感染和被判定为密接的养宠人群十分
担忧，一旦自己被隔离，家里的猫猫狗狗如何安置？

“一个城市的文明程度和温度，体现在对待宠物
的方式和细节上。 ”她记得前年 1 月，黄浦区昭通路
居民曾被允许带上宠物一同前往隔离点。 这个充满
温度的细节，让张笑丁找到了方向。她与几位文艺界
政协委员进行了线上交流，随后，她连夜起草“关于
疫情期间设置遗留宠物健康驿站， 推进社区宠物互
助照料的建议”，这件由张笑丁牵头的联名提案得到
了 53 位市政协委员的附议。 建言得到采纳，一些宠
物隔离点很快建立起来。

过去三年，那些没有演出的日子，是张笑丁口
中“最艰难的时刻”。空无一人的剧场，一度令她彻夜
不眠。

2020 年 6 月 18 号， 是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大
剧院首度关停再重启的日子。此前两周，她与上海芭
蕾舞团团长辛丽丽（在沪全国政协委员）一拍即合，
商定以芭蕾舞剧《天鹅湖》重启大剧院舞台。 她还向
援鄂医护工作者发出邀请， 让他们作为首批观众到
场观摩《天鹅湖》。 6 月 18 号当天，在一众医护工作

者和观众的见证下，演出获得成功。 彼时，台上的芭
蕾舞演员吴虎生、台后的芭蕾舞团长辛丽丽、台下的
大剧院总经理张笑丁， 合力贡献了一场精彩的回归
演出，且以一个共同的身份：政协委员。

“有光的地方就有戏”
“从高架上开车路过， 望见大剧院的灯还亮着，

我知道演出还未谢幕，心里也会觉得高兴。要是灯灭
了，心里就会微微沮丧。 ”作家陈丹燕曾这样描述上
海大剧院的灯光。

过去 25 年间， 夜幕下的大剧院无数次亮起灯
光，点亮了这座城市的文化地标，也牵动着上海市民
对舞台艺术的无限向往之情。 那些没有演出的日
子，对张笑丁来说，就像灯光暗淡的瞬间，她始终都
记忆犹新：2020 年 1 月 23 日大剧院关停、6 月 18 日
重开；2022 年 3 月 10 日大剧院再次关停、7 月 8 日
重开。

还有一个时间节点也让张笑丁特别难忘， 那是
2020 年 5 月 2 日， 大剧院被迫按下暂停键第 100 天
的日子，张笑丁和同事们策划了一台线上演出。

当天 19:30，一台名为《有光，就有戏》的特别节
目在各大网络平台进行直播。 参与演出的艺术家们
奉献了精彩表演， 这台演出在线上累计获得了百
万播放量。当晚的表演，以空无一人的观众席为背景
所有演员均背对观众席表演， 面向从后舞台布设的
镜头。“疫情让我们分开太久了，演员阔别舞台，观众
久违剧场。希望通过这样独特的视角，拉近屏幕前
的观众和大剧院舞台的距离。 ” 张笑丁道出她的心
思。

灯光照亮舞台，镜头对准台下。在张笑丁的从业
生涯中，观众席始终是她的关注点。

“对准观众拍！ ”每次盛大演出的谢幕，张笑丁总
要盯着摄影师，把镜头从舞台幕布一侧对准台下，抓
下观众鼓掌致谢演员的瞬间。“有光的地方就有戏，
用舞台的灯光照亮观众， 让观众成为舞台的一部
分。 ”这是属于张笑丁的舞台哲学。

25 年来， 张笑丁让镜头无数次转向观众席，把
舞台的光与影寄予台下。 2020 年 5 月 2 号的特殊性
在于，这是一个更加期待重逢的舞台。

让大剧院更开放
“春风大雅能容物，秋水文章不染尘。”一副戴敦

邦手书清代邓拓的楹联，悬于张笑丁座右。剧院空间
正如书法作品中写的这样，包罗万象，曲终人散。

2013 年，建成已满 15 年的上海大剧院迎来第一
次大修。大到剧院的整体装潢，小到观众席上织物的
布料和材质， 张笑丁和同事们将所有细节做到了尽
善尽美。

暂别前，大剧院为观众带来了一场演出———“不
说再见”。

“就这样戛然而止好像有点可惜。 ” 张笑丁说，
“不如安排几日免费参观，让那些未曾来过大剧院的
市民朋友感受一下大剧院的魅力。 ”

从大堂的历年演出海报，到舞台上的剧场模型，
多条精心设计的路线向前来参观的观众同时开放。

10 天的免费参观时长， 本来的计划每日限流
1000 人，最终却迎来了总计 11 万人次的参观数。

说到这，张笑丁感慨颇多。她的感受不仅来自于
大剧院的魅力，更多的是在思考，大剧院运营 15 余
年，每年都能有超过 600 场演出，每年来观看演出的
人数也超 40 万人次， 可即便是如此饱和的一个状
态，竟还是有这么多市民朋友，甚至是就居住旁边小
区的人们，都未曾踏足过大剧院，这引发了她深深的
思考： 大剧院如何才能以一种更开放的姿态来面对
大家？大修后的大剧院结合新空间的改造，创新提出
了剧院艺术开放日和四季市集的概念， 在剧院室内
和户外举行各类吸引市民参与的艺术普及活动。

进入新的发展阶段，张笑丁提出了“商业戏剧 +
东方舞台美学”的创新模式。“以长远的目光来看，商
业和艺术在大剧院的舞台上是可以得到平衡的。”大
剧院将排练厅、多功能厅、休息室等附属设施都充分
利用起来，举办艺术沙龙、夏令营、工作坊、幕后探班
等活动，让观众都能够参与其中。还创立了国内首个
艺术教育部门，线上线下结合举办了许多有关音乐、
歌剧、芭蕾、戏剧、戏曲的常规课程。这些艺术普及工
作让更多的人了解艺术，参与艺术，热爱艺术。

矗立在繁华的都市， 上海大剧院不仅仅是一个
文化地标，在张笑丁看来，剧院是平台、是窗口、是桥
梁，更是市民的乐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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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忘初心勇创新
———记上海市政协委员周平红

上海市政协常委张笑丁

上海市政协委员周平红（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