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编辑：姜迪 ■美编：周春旭 ■责校：李传富 2021年6月17日 星期四A03 ［要闻/广告］

江南初夏，大树荫蔽之下，老宅里一小
片黄花蒿在淅淅沥沥的梅雨滋润下愈发青
翠，黄花蒿旁的少女雕像眼带笑意，仿佛与
来往的游人述说着她与黄花蒿间奇妙的故
事。

这是宁波市海曙区开明街26号姚宅
内的一景，姚宅原是屠呦呦外祖父姚咏白
和舅舅姚庆三的住宅，屠呦呦少年时代有
10年时间与父母一起在此寓居。今年5月
1日，修葺后的姚宅成为屠呦呦旧居陈列
馆，以崭新的面貌向公众试开放。

屠呦呦是中国中医科学院终身研究
员、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诺贝尔生
理学或医学奖获得者。60多年来，她从未
停止中医药研究实践。

2015年10月5日，瑞典卡罗琳医学院
宣布将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授予屠呦呦
以及另外两名科学家，以表彰他们在寄生
虫疾病治疗研究方面取得的成就。

这是中国医学界迄今为止获得的最高
奖项，也是中医药成果获得的最高奖项。

屠呦呦说：“青蒿素是人类征服疟疾进程中
的一小步，是中国传统医药献给世界的一
份礼物。”

20世纪60年代，在氯喹抗疟失效、人
类饱受疟疾之害的情况下，在中医研究院
中药研究所任研究实习员的屠呦呦于1969
年接受了国家疟疾防治项目“523”办公室
艰巨的抗疟研究任务。屠呦呦担任中药抗
疟组组长，从此与中药抗疟结下了不解之
缘。

由于当时的科研设备比较陈旧，科研
水平也无法达到国际一流水平，不少人认
为这个任务难以完成。只有屠呦呦坚定地
说:“没有行不行，只有肯不肯坚持。”

整理中医药典籍、走访名老中医，她汇
集了640余种治疗疟疾的中药单秘验方。
在青蒿提取物实验药效不稳定的情况下，
出自东晋葛洪《肘后备急方》中对青蒿截疟
的记载——“青蒿一握，以水二升渍，绞取
汁，尽服之。”给了屠呦呦新的灵感。

通过改用低沸点溶剂的提取方法，富

集了青蒿的抗疟组分，屠呦呦团队最终于
1972年发现了青蒿素。据世卫组织不完全
统计，青蒿素作为一线抗疟药物，在全世界
已挽救数百万人生命，每年治疗患者数亿
人。

在发现青蒿素后，屠呦呦继续深入研
究以青蒿素为核心的抗疟药物，2019年6
月，屠呦呦研究团队经过多年攻坚，在青蒿
素“抗疟机理研究”“抗药性成因”“调整治
疗手段”等方面取得新突破，提出应对“青
蒿素抗药性”难题的切实可行治疗方案，并
在“青蒿素治疗红斑狼疮等适应症”“传统
中医药科研论著走出去”等方面取得新进
展，获得世界卫生组织和国内外权威专家
的高度认可。

“中国医药学是一个伟大宝库，青蒿
素正是从这一宝库中发掘出来的。未来我
们要把青蒿素研发做透，把论文变成药，让
药治得了病，让青蒿素更好地造福人类。”
屠呦呦说。 /新华社

2021年吉林省高考已经圆满结束，评
卷工作于11日有条不紊地全面展开，目前
正在紧锣密鼓进行中，预计18日左右结束，
6月24日左右考生们可以查到高考各科成
绩。

为了更好了解高考评卷的流程和要求，
感受评卷现场忙而不乱的严肃气氛，记者于
16日前往“2021年吉林省普通高考网上评
卷点——东北师范大学”一探究竟。

高考评卷场地设在东北师范大学图书
馆一楼的电教室，这里实行全天候严格的人
员管理和实时监控制度。

进门处，“评卷人员专用通道”和“评卷
重地闲人免进”的宣传牌赫然醒目，让人瞬
间感受到了高考评卷的严肃性、紧张性和重
要性。

为保证阅卷工作的公平公正，现场所有
评卷老师和工作人员一律凭工作牌扫吉祥
码出入评卷场地，不得携带手机、照相机、摄
像机等有拍照、摄像和传输功能的设备进
入。

记者在现场看到，洗手液、口罩、测温仪

等防疫用品准备得一应俱全，所有进出人员
均需要进行体温测量和佩戴口罩。

走进阅卷电教室，记者看到评卷人员正
在紧张忙碌地进行电脑阅卷，从他们严肃的
表情和一丝不苟的认真态度可以看出，决定
考生命运的高考分数深深牵动着每位评卷

人员的心。
据了解，高考评卷答题卡上的选择题部

分由计算机评阅，主观试题需要评卷人员人
工批阅。人工批阅的试题至少由两位教师
评阅，若两位教师的评分在合理分差内，则
直接生成分数，如不能直接生成分数，表示

两位老师给出的分差较大，就会进入三评、
四评或者仲裁程序。

2021年吉林省高考评卷工作组副组
长、语文评卷组组长宋祥在接受城市晚报全
媒体记者采访时表示，今年高考语文科目评
卷工作于6月11日下午开始，目前已经完成
了一大半，预计18日左右完成，考生们可在
24日左右查到高考成绩。

在正式评卷前，阅卷组进行了充分的试
评，在确立合理的、统一的评分规则后进入
正式的评卷工作。评卷一般性试题进行三
评，高考作文需要进行四评。

针对今年高考语文试卷的难易程度，宋
祥老师表示，今年语文试题整体难度较为适
中，利于考生发挥，因此语文成绩整体会比
去年高一些。尤其是作文，出得比较好，强
调文风端正、文脉清晰、文气顺畅，注重考生
在作文中注重积极思想的表达，突出自身发
展与国家与时代紧密相连，要求内容充实、
脉络清晰、结构严谨、论证有力、逻辑性强。

/城市晚报全媒体记者 沈雪峰 徐铭阳
报道 徐铭阳 摄

我省高考评卷工作18日左右完成
考生们24日左右可查高考各科成绩

奋斗百年路 启航新征程
数风流人物

屠呦呦：青蒿素是中医药献给世界的礼物
新华社记者 黄筱

6月15日5时-6月16日5时，我省大部出
现分布不均的降水，部分站点出现中到大
雨。全省平均降水量为0.4毫米。

17日白天，全省多云有时阴，白城、松原、
辽源、吉林有中雨，部分地方有大雨，长春、四
平有小到中雨，上述地区部分地方伴有短时
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

17日夜间到18日白天，全省多云有时
阴，吉林东部、通化东南部、白山、延边、长白
山保护区有中到大雨，部分地方有暴雨，长春
东部、四平、辽源、吉林西部、通化中北部有小
到中雨。

18日夜间到19日白天，全省多云，吉林
东部、通化、白山、延边、长白山保护区有阵雨
或雷阵雨。

气温方面，近几日伴随着阴雨以及冷空
气影响，全省大部气温以偏低为主，17日白
天，白城地区最高气温为26℃左右，其他地区
20～25℃；长春市17日白天最高气温24℃。

预计17日白天，中西部地区有4～5级偏
南风，瞬间风力可达6级，其他地区有2～3级
偏南风。

另讯 去年长白山天池于6月11日破冰，
今年我省温度较常年同期偏低，破冰时间会
略晚于常年，据气象人员观测，天池将于近日
破冰，让我们静待一池碧水重披华妆。

/城市晚报全媒体记者王跃报道

凉爽天气贯穿本周
长白山天池将于近日破冰

在江苏镇江的润扬大桥公园内，坐落
着茅以升纪念馆。馆内展出茅以升遗物、
生平事迹照片资料等，默默讲述着他坚定
爱国、努力奋斗的一生。

茅以升，字唐臣，江苏镇江人，生于
1896年，我国著名的桥梁学家、教育家、
社会活动家。中学毕业后，茅以升考入
唐山工业专门学校土木系。1916年，从
唐山工业专门学校毕业后，茅以升考取
清华官费赴美国留学。1917年，茅以升
毕业于美国康奈尔大学研究院桥梁专
业，获硕士学位；此后，又获卡耐基-梅隆
理工学院工学博士学位。其博士论文
《框架结构的次应力》的科学创见，被称
为“茅氏定律”。

谢绝了国外好几家公司的重金聘请，
怀着“科学救国”“工程救国”的志向，茅以
升毅然回国。他先后任唐山工业专门学校

教授，南京东南大学工科教授兼主任，南京
河海工科大学校长，天津北洋工学院院长
兼教授，交通部桥梁设计工程处处长，中国
桥梁公司总经理等。

回国后的茅以升目睹的是：中国的江
河湖海上，都是外国人造的桥。20世纪30
年代，茅以升任钱塘江大桥工程处处长，主
持修建我国第一座公路铁路兼用的现代化
大桥——钱塘江大桥。卢沟桥事变后，日
本帝国主义加快了侵略中国的步伐。钱塘
江大桥竣工不到三个月，杭州沦陷。为阻
止日军进攻，茅以升亲手点燃了导火索，炸
毁了这座饱含自己心血的大桥。

新中国成立后，茅以升任铁道技术研
究所所长、铁道科学研究院院长等职。

茅以升的足迹遍布大江南北，他的名
字和新建的大桥一起留在祖国各地。1955
年至1957年，茅以升任武汉长江大桥技术

顾问委员会主任
委员，接受修建我
国第一个跨越长
江的大桥——武
汉长江大桥的任
务。这座大桥是

铁路公路两用的双层钢桁梁桥，大桥将京
汉铁路和粤汉铁路衔接起来，成为我国贯
穿南北的交通大动脉，并把武汉三镇联成
一体，确保了我国南北地区铁路和公路网
联成一体。

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几十年中，茅以升
始终把入党作为自己毕生的理想和追求，
并用党员标准要求自己。1987年10月，茅
以升如愿加入中国共产党。他在入党申请
书中这样写道：“我已年逾九十，能为党工
作之日日短，而要求入党之殷切愿望与日
俱增。”

1989年11月12日，茅以升病逝。
2019年，茅以升被授予“最美奋斗者”

荣誉称号。
“茅老是中国的桥魂，镇江的骄傲。”镇

江市政协副主席朱开宝说，镇江始终把传
承发扬茅以升的精神作为科技立市、产业
强市的精神支撑与发展指引。随着润扬大
桥、五峰山长江大桥的建成通车，一代又一
代镇江人不畏艰难、开拓创新，朝着产业强
市目标加速跑起来，用扎扎实实的行动，让
茅老对家乡的殷切期望成为美好的现实。

/新华社

茅以升：中国桥魂
新华社记者 邱冰清

近日，长春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局接到
市民电话求助，一名70多岁老大爷因儿女都
在国外，患病住院在长春无人长期照料，希望
重新办理护照后到韩国继续治疗。

长春市公安局朝阳分局出入境管理大队
副大队长秦慧宁说，经过沟通她了解到，老人
的护照已经过期，但因老人身体情况较差还
插着引流管，不能前往大厅办理业务。

“因疫情防控民警不能进入疗区，只能在
公共空间内进行拍摄，当时医院环境嘈杂，光
线不足，人员密集，再加上老人坐在轮椅上无
法站立，民警只能长时间蹲在地上从多个角
度进行拍摄。最终通过多次的拍摄，终于拍
到合格的照片。”秦慧宁说。

而在签名录入时，老人的手因为一直发
抖，迟迟无法完成签名流程。“对此我们相互
配合，最终老人终于完成办证程序，成功办理
了护照！”秦慧宁说。秦慧宁说，从刚到医院
到办理完，她们总共用了近2个小时，说实话
她们也是头一次遇到这种情况，虽然有些辛
苦，但能及时帮助居民解决难题，她们也感到
很开心。 /城市晚报全媒体记者 吕闯 报道

给患病老人办护照
民警在医院忙了近2个小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