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青年兴则国家兴，青年强则国家强。浙江省科协在60年的发展历程中，作为党委政府联系广

大科技工作者的桥梁与纽带，对全省青年科技人才的成长成才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从今天起，浙江

省科协联合科技金融时报，推出“科学者联盟”专栏，讲述浙江省16位曾经获得过中国青年科技奖、

浙江省青年科技奖的院士专家的成长历程，以及他们不懈努力、勇攀科学高峰的故事，来进一步弘

扬科学精神，营造全社会更加关注科技创新、关心科技人才的良好氛围。敬请广大读者垂注。

他是一位悬壶济世的医者，是一名孜孜不
倦的学者，同时还是一名兢兢业业的科研者、
诲人不倦的师者，他就是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
邵逸夫医院院长蔡秀军。他的气质里藏着他
读过的书和走过的路，如同名字一般，包含了
秀才的博学与军人的坚毅。

希波克拉底誓言的践行之路，见证了蔡秀
军从医30余年的不忘初心与邵逸夫医院20多
年的砥砺前行。

一朝入门，敬业终生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国内医疗条件还比较
差。出生于台州温岭的蔡秀军告诉记者：“很
多老百姓有的是因为经济困难、有的是没有好
的医疗资源去世的。很多时候，病人连医生都
看不上，更别说好医生了。”立志做一名医生的
蔡秀军于是在 1981年报考了当时的浙江医科
大学医学系，“我自己对医学也非常感兴趣，觉
得这是一门很神秘的学科，特别是外科，拿手
术刀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儿。”心怀改变国内
落后医疗水平的志向与对医学莫大的兴趣，蔡
秀军从此走上了从医之路。

众所周知，学医几乎是没有回头路的，艰
辛无比。博士毕业后去美国研修的两年，对蔡
秀军的职业生涯影响很深。时隔20多年，回忆
起当年的很多情景蔡秀军依然觉得历历在
目。“那时候美国的医疗条件在方方面面都远
超国内。他们不但硬件条件好，医务人员也极
具敬业精神，无论是实习生还是主治医生、教
授都非常敬业，实习生早上五六时就到病房，
起码工作到晚上12时。”

这样的敬业精神，蔡秀军一直恪守至今。

从医不休，探索不止

“医学是一门需要不断探索前进的学科，
如果放弃了探索，也就放弃了这一行，我觉得
这也是好的从医者必然也是科研者的内在需

要。”
自1996年蔡秀军入职邵逸夫医院以来，这

一创新理念始终伴随着这座医院的发展。
作为一名医生，蔡秀军积极探索新的治疗

方法、医疗器械。以他为首的医疗团队娴熟地
掌握了“取石不切腹，开刀不用手”的腹腔镜技
术，逐渐填补了腹腔镜下脾切除术等省内空
白，腹腔镜下右半肝切除、肝尾状叶切除等国
内空白，奠定了邵逸夫医院在微创技术上的国
际领先地位。目前，还有不少手术器械都是以
蔡秀军的名字命名的。

作为一名医院管理者，蔡秀军不断吸取
国内外优秀的理念，“以人为本”成为邵逸夫
医院的标签。“要成为好的医院，不仅需要精
湛的技术，同样需要先进的管理理念，两者缺
一不可。”蔡秀军介绍：“医院成立的头五年，
美方的共同管理作用很大，甚至可以说如果
没有这五年，就不会有现在的邵逸夫医院。”
如今，邵逸夫医院里的很多医生仍然坚持用
英语书写查房记录，为的是有更好的英语水
平学习国外更好的医学知识。在邵逸夫医
院，病人可以通过支付宝来支付绝大多数的
诊疗费用，看病的时间成本大大降低；达芬奇
手术机器人等一系列“黑科技”被引进，病人
得到了更好的治疗。

作为一名政府行政工作者，蔡秀军利用自
己在政协工作的机会，大力推动医疗资源双下
沉。在他的提倡下，目前邵逸夫医院向三十余
家联盟单位派出入驻医生，缩小城乡之间医疗
差距，让更多的农村老百姓能够享受到优质的
医疗资源。

“我一直鼓励年轻医生如果有机会去国外
学习一到两年，学习他们的技术、理念等，做一
名好的医生得有学无止境的境界。”蔡秀军说。

医者仁心，初心不忘

多年的努力，也让蔡秀军收获了诸多荣
誉。2016年 9月，他被授予“英格兰皇家外科

学院院士”称号，成为国内肝脏外科领域首位
获此殊荣的外科学家。蔡秀军却说：“荣誉不
是终点，而是继续努力的起点！我是医生，我
所有的努力都是为了帮助病患，而不是去获得
荣誉。”

今年 9月，蔡秀军在西安回杭州的飞机上
帮助了一位突发肾绞痛的患者，引发了社会关
注。“在我看来，这是再普通不过的事情了。我
当时更担心的是自己的专业知识能不能帮到
那位病人，毕竟蔡秀军也不是万能的。但我是
学医的，那样的情况下必须站出来，救死扶伤
是我的天职，这是我作为医生的本分。”在蔡秀
军看来，头衔、荣誉意味着更多的责任与担当，
在他心目中排第一位的始终是“蔡秀军医生”
这个称呼，因为治病救人是他追求一生的初心
与信念。

蔡秀军是第五届浙江省青年科技奖获得
者。虽然时过 20年，他还是一直以此鞭策自
己，“现在的年轻一代有更好的学习、工作环
境，我希望他们能继承老一代医务工作者吃苦
耐劳的精神，要有更多的利他主义，能够为病
患付出更多的时间与精力。”

多年来，忙碌的蔡秀军几乎每天只睡 5个
小时，为的是能挤出更多的时间用于工作。虽
然采访时间不长，但他的儒雅、博学、坚毅仍然
让人感受深刻。谈论医学，他滔滔不绝；提及
病患，他悲悯耐心；聊到学生，他满脸骄傲；问
及初心，他坚毅无比。

往后的从医之路或许依然辛劳难走，但这
位博学者一定会以最优雅的姿态，为人类这一
崇高的事业奉献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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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剑平与植物病毒博弈了半生，从一名普
通的大学生历经留学生、研究员，进而成为国
内外著名植物病毒学家、中国工程院院士和发
展中国家科学院院士。如今，陈剑平回到家乡
宁波，出任宁波大学植物病毒学研究所所长，
继续带领团队开展植物病毒学研究，同时开展
宏观现代农业发展战略研究，为破解我国“三
农”发展的短板进行探索与实践，为我国乡村
振兴贡献自己智慧。

从懵懂入行到学以致用

提及为何当年选择植物保护作为自己大
学时代学习的专业，陈剑平的回答显得非常

“坦诚”：“当时高考我没有考好，总分超过大学
录取分只有十几分，所以只能上浙江农业大
学，十多个专业有两个字的、三个字的和四个
字的，选专业时反正都不懂，我就选了四个字
的‘植物保护’，就这样稀里糊涂地入了这行。”

后来在课堂上，看到昆虫学老师王恩友在
黑板上用一笔画成昆虫的消化道，陈剑平开始
喜欢这个专业。“那时候上课感觉就像享受艺
术一样。”1985年毕业的时候，陈剑平获得了留
校任职的机会，但是在我国著名昆虫学家唐觉
教授的鼓励下，他毅然选择了到当时条件十分
艰苦的浙江省农业科学院工作。“唐老先生勉
励我要学以致用，也正是在老先生当年的指引
下，我一直走到今天。”

1989年，陈剑平前往英国洛桑农业试验站
当访问学者，在那儿他遇到了对他科研生涯影
响最深的人。“当时我提出想做植物病毒与真
菌的内在关系研究。我的导师亚当斯教授开
始并没有答应，认为这个研究课题对我来说太
难。他说他研究了17年都没有成功，国外有十
多个实验室持续研究了30多年都没有突破，建
议我做其他方面的研究课题。但是，当我坚持
要挑战这个世界科学难题时，他二话不说就把
他17年的研究笔记全部给了我，给予我最好的
实验条件。”陈剑平回忆，亚当斯对科学的执着
与对学生毫无保留的支持，对他产生了巨大的

影响，久而久之陈剑平甚至连走路姿势都不自
觉地模仿他。“每次我在科研工作遇到困难的
时候，我都会想如果是亚当斯教授会怎么做。”

在接下来的 8个月内，陈剑平不分昼夜地
研究植物病毒与真菌介体的内在关系，在观察
了 1万个真菌的超薄切片后，终于从 100多个
真菌孢子体内发现了植物病毒，解决了困扰世
界 30年的难题；之后，他又发现了土传小麦花
叶病毒的一种突变体及其突变的环境条件、突
变过程和机理，破解了困扰植物病毒学界20多
年的又一个世界难题。

科学没有国界，但科学家有祖国

在亚当斯的指导下，陈剑平凭借着自身的
努力，很快在世界植物病毒领域崭露头角。亚
当斯担心当时国内落后的科研条件会制约陈
剑平的科研创造力，因此希望他能够留在英国
工作，但陈剑平最终还是谢绝了老师的好意。

“那时候在英国工作一个月就能赚国内好几年
的工资。不过这世界上有太多的东西比钱重
要，我在英国收获了严谨求实、精益求精、无私
奉献的科学精神，足以我受用终生。科学没有
国界，但科学家有祖国，我的祖国需要我，我没
有任何不回国的理由。”

毅然回国的陈剑平很快感受到了亚当斯
的担心，在英国他有一台自己专用的电子显微
镜，而当时浙江省农科院院长办公室连空调都
没有，唯一的“特殊待遇”，是时任院长陈传群
教授给他订了一份《科技日报》。回国后不久，
他到农业部申请科研经费，时任科技司司长马
世清感动于这位年轻归国科研人才的热情，但
经费实在捉襟见肘，“我在办公室里等了很久，
原来是马司长到各个处室去协调，东拼西凑了
10万元给我，成了我回国的第一笔科研启动资
金。”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陈剑平组建团队、
建设实验室，锲而不舍地开展植物病毒研究。
二十余年来，他培养了90余名博士、硕士，他领
导的国家重点研究领域创新团队以世界一流
的创新成果，站在了植物病毒研究领域的世界

制高点。

一位院士的新担当

2017年，经宁波大学邀请，浙江省农业科
学院同意，中共浙江省委组织部批准，陈剑平
从浙江省农业科学院调到宁波大学工作，这样
的选择自然有“走遍天下，不及宁波江厦”的故
土情节，不过他透露，这其中还有着自己对未
来工作的考量与一份新的担当。

2012年的时候，陈剑平到淳安参加扶贫活
动，在一户农户家，看到爷爷、奶奶和孙女三个
人。小女孩与他女儿一般大，陈剑平很自然地
与小女孩攀谈起来。“小朋友，你最向往的是什
么？”“我最向往的是山核桃成熟。”“你喜欢吃
山核桃？”“我才不要吃呢！”“那你为什么向往
山核桃成熟？”“因为山核桃成熟，我爸爸妈妈
就可以回家了。”说完，小女孩眼泪流出来，陈
剑平顿时明白这是一名留守儿童。

“在中国，有 3.7 亿农民背井离乡在外打
工，有6000万留守儿童在思念父母。我作为一
名农业院士，能为他们做点什么？”于是，沉浸
于微观世界30多年、专致于植物病毒研究的陈
剑平，开始跨学科、跨界，尝试宏观农业发展战
略研究，用体系思维，从多元产业融合、多种经
营主体培育、质量安全控制、科技支撑引领、互
联网+流通、投资融资助推、“三农”政策创新等
方面系统集成，研究解决“三农”问题的组合
拳。

有人说，“出走半生归来仍是少年”是一种
幸福，30多年的科技工作生涯，陈剑平不变的
是为农本色，以及对科学的追求和使命担当。
这份少年初心从未改变，或许这是一位农业科
学家最大的幸福，更有一蓑烟雨任平生的豪
迈。

陈剑平说：“我在农村长大，上的是农业大
学，学的是农业专业，30多年干的又是农业科
研和农业科研管理，当选的也是中国工程院农
业学部院士，我一辈子姓农。”这条为农的科研
之路，他归期未定。

开
栏
语

陈剑平
为农之路无归期

1994年第四届中国青年科技奖获得者，宁波大
学植物病毒学研究所所长、农业部植保生物技术重
点实验室主任、国家小麦产业技术体系病毒病防控
岗位科学家。1985年毕业于浙江农业大学植物保
护专业，1995年获英国邓迪大学博士学位，2011年
当选中国工程院院士，2012年当选发展中国家科学
院院士。兼任中国植物保护学会副理事长、植物病
理学会副理事长、农业农村部科技委常委、国家转
基因重大专项评估组组长、浙江省科协副主席和浙
江省大湾区建设院士专家顾问团成员。

陈剑平长期从事植物病毒基础和应用研究，在
国际上首次揭示禾谷多黏菌与其传播病毒内在关
系，并在植物病毒种类鉴定、病毒致病和植物抗病
分子机制、病害发生规律和防控技术、脱毒植物组
织培养苗种产业化等方面取得创新成果。发表论
文360多篇（其中SCI收录180余篇），主编专著10
部，授权发明专利52件，以第一完成人获得国家科
技进步奖一等奖1项、二等奖4项，部省科技进步奖
一等奖8项、二等奖5项。

蔡秀军
践行初心显担当

1998 年第五届浙江省青年科技奖获得
者，医学博士，主任医师，外科学教授、博士生
导师，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邵逸夫医院院长，
民进中央常委、民进浙江省委会主委，浙江省
政协副主席，浙江大学医学院副院长。1986
年毕业于浙江医科大学医学系，1993年在浙
江医科大学获得博士学位，1994年赴美国西
弗吉尼亚大学医学中心进修。自 1996 年进
入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邵逸夫医院以来，历
任外科副主任、主任、副院长、常务副院长、院
长。

蔡秀军长期工作于临床一线，积累了丰
富的第一手资料，在腹部外科和腔镜外科方
面有着丰富的经验和造诣。他开展的背驮式
肝移植，高难度的肝脏尾状叶、肝门胆管癌切
除术，完成了国内病例数最多的腹腔镜肝脏
切除术，达到国际领先技术水平。

□ 本报记者 孟佳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