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9年11月19日科技金融时报A7 【人物】

10 月 10 日是世界精神卫生日。精神医学素有
“医学皇冠上的一颗明珠”，病症每人不同，面对一
个个精神病患者，医者仿佛置身于杂乱无章的室内
有时会感觉窒息和束手无措，而宁波象山县中医院
医疗健康集团三院院区党支部书记戴天刚则在这
一行坚守了 28 年。他坚信：只要用心了，投入了，
患者就会慢慢好起来。

精神科是个特殊行业，随时可能会遭到精神失
控病人的袭击。自踏入医院的第一天起，戴天刚就
很清楚地知道自己将要面临的是什么。刚上班没
几天，他就遇见了这样一个住院病人：浑身蓬头垢
面，邋里邋遢。从他身边走过，老远就会闻到一股
臭味。戴天刚和气地招呼他过来，像哄小孩一样哄
住他，帮他洗澡换衣，结果病人突然发起疯来，扑上
去对他一顿拳打脚踢。当时在场的一名女护士吓
得花容失色，束手无措。

又有一次，戴天刚去查房时，一个刚入院的女
病人突然抓住他的手咬他的手指头，她死劲地咬，
戴天刚痛得脸色发青，但为了不引起病人因情绪的
躁动而伤害到其他人，他硬是咬着牙不出声，直到
患者突然松了口。老远看在眼里的同事，都禁不住
肃然起敬。

戴天刚深知，专科技术水平是医生的立身之
本，也是患者考虑就医的重要前提。为了提高自己
的专业技术水平，更好地为患者治病，自参加工作
起，戴天刚就开启了深研心理治疗的路程，自学各
种心理学流派，探究心理障碍与躯体症状之间的关
联。他坚信，只有不断地多角度地全面深入学习，
巩固知识体系，才能紧跟社会热点心理问题，找到
解决途径。

所有优秀背后，都有着苦行僧般的自律。戴天
刚推掉了所有不必要的应酬，充分利用业余时间学
习。他苦苦专研，从书里学，向前辈学，在实践中
学。曾有同学对他的人生意义产生了怀疑，对他
说：“叫你一起喝次酒、唱次歌你都说没空，你这样
的人生有乐趣吗？”他毫不含糊地回答：“让病人恢
复健康就是我的乐趣。”

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深厚而扎实的理论基础和
多年的临床诊疗经历，为戴天刚积累了丰富的精神
科疑难病的诊疗经验，从而能及时准确地纠正一些
少见病、疑难病的误诊，使病人得到正确的治疗。

因此许多病人慕名前来，每每逢他坐诊,看病的人
总是特别多,门口排成长长的队伍。

对精神疾病的判断，如不细致，容易“失之毫
里，谬之千里”。儿童青少年的心理治疗，是戴天刚
的看家本领。他注意到，现在有很多儿童患抑郁
症、焦虑症、抽动症，多数与学习压力大有关，为此
他特意开了一个特需门诊。曾有个 17 岁的男孩，
父母带他辗转于杭州、北京等地，找过许多心理医
生，都无功而返，最后经人介绍找到戴天刚。戴天
刚打开病历本，不禁皱起了眉。有诊断这个病的，
有诊断那个病的，但通过与男孩的深入交谈，戴天
刚觉得那些都不像，他觉得孩子是患了强迫症。只
经过一次心理治疗，男孩的强迫症就有了明显缓
解，几期的治疗后已痊愈。孩子的父母对他千恩万
谢，感激之情溢于言表。

对患者，戴天刚总是亲切询问,细心诊断。让他
看过病的患者都说戴天刚看病总是问得很仔细。
戴天刚说：“和病人沟通非常重要，首先，要做到尊
重他们。他们是病人，已经很痛苦，心里很脆弱，他
们来找医生，除了治病，更渴望得到一种安全感、一
分心理依托。因此，我就要给他们这种安全感，理
解他们，安抚他们，让他们安心。这样，他们才会敞
开心扉跟我说话，我才能尽可能更多地了解病情。
因此，我会花大把时间在跟病人的沟通上。这样才
不至于给病人胡乱添加几个病种。”

医院虽然是分科医治，但戴天刚特别擅长全局
权衡，综合研判，找出隐藏的细点疑点。有个患者
牙痛，屡次去宁波、上海等地治疗都不见效，最后拔
掉了牙齿，疼痛还是没有缓解，最后来到戴天刚这
里。跟病人作了详细的交流后，最后他诊断其为躯
体疼痛障碍，果然，病人服药后明显好转。还有一
个病人，因胃痛、便秘和腹泻交替发作等症状不停
就医，反复做肠镜、胃镜，吃了很多胃药，症状一直
得不到缓解，后来经人介绍来找戴天刚。戴天刚跟
他深入沟通后，判断这是一个由精神焦虑引起的躯
体症状。服了一段时间的抗焦虑药后，病人胃痛止
住，身体好转。

患者说：“戴天刚对病人就像对家人一样亲
切。”曾有个病人，因平时很少得到家庭温暖，经戴
天刚的细心关怀和治疗后，病情大有好转。她感觉
戴天刚很温暖，很有安全感，便产生了依赖。当家

人来接她出院时，她说：“我还有点不舒服，要再住
几天。”于是一拖再拖，家人多次来接她，她都不肯
走。

有个外地女患者，因心灵受到严重创伤，慕名
前来寻找戴天刚。戴天刚跟她沟通交流一番后，她
的心结突然就打开了，扑到医院的墙壁上像泄洪似
地痛哭起来。自那以后，她每周必来看戴天刚的门
诊，生活如同又有了明确的航标，逐渐回到正常轨
道。

戴天刚对老人尤其敬爱。有一次一个 70 多岁
的老人找戴天刚看病，因年纪大记性不好忘了带
钱。戴天刚看老人家这把年纪了，又有病痛，心疼
他，不忍心让他跑来跑去，就帮老人家垫付了几百
元医药费。把钱递给老人时，他压根儿没去考虑

“他会不会还”这个问题。每次门诊，戴天刚的裤兜
里都会带上钱包，他说，万一哪个老人家忘记带钱
或没带够，可以垫付一下。

从医 28 年，戴天刚时刻以“全心全意为病人服
务是医生的天职”来鞭策自己，用实际行动来树立
优秀精神科医生的典范，撰写的论文在国家一级、
二级专业杂志上发表近 20 篇，参与主编《教育心理
学案例》《教育心理学》2 部，申请省医学会研究课题
2 项。于 2015 年被推荐为宁波市领军与拔尖人才
工程的培养对象，于 2019 年 5 月授牌成立全县首批
政协委员工作室——戴天刚委员工作室。

随着名气的增大，省、市有好几家医院向戴天
刚抛出了橄榄枝。面对更好的发展前景，戴天刚想
都没想就谢绝了，他说：“我是象山人，象山的父老
乡亲需要我，我就不能走。”

已识乾坤大，犹怜草木青。如今已是权威专
家、荣誉加身的戴天刚仍常常叮嘱院区里的年轻医
生们：“精神卫生领域还有太多未解之谜，需要穷尽
一生去探索。作为一名医生我们要爱护我们的病
人。许多病人尽管有或轻或重的心理疾病，但依然
在积极治疗、努力生活，他们是病人更是勇者，值得
被我们尊重。作为一名医生，我们永远要记得自己
是医者护者的身份。”他不但自己钻研学习，还带动
医院全体医生共同学习，带头讲课，培养年轻医
师，并经常利用休息时间去村委会给老年人开展健
康知识讲座，也经常给兄弟医院的医生们进行讲
课，将自己所学倾囊相授。 谢良宏 毛亚莉

戴天刚 让病人康复就是我的乐趣

从教35年，他始终辛勤耕耘、默默奉献，演绎了
一个个平凡而又感人的故事，完美地诠释了“教师”
这个光荣而又神圣的职业：从助教到博导，他始终坚
持在三尺讲台，至今指导学生数以千计，不少学生考
取了国内外名校硕士博士，有的已经成为行业精英
和骨干；从教至今，他凝练出全国第一门土壤学精品
课程，发表出版了 200 多篇高水平学术论文、6 部著
作，作为主要完成人的研究成果获得了国家科技进
步奖二等奖等，在科研领域不断攀登高峰……他就
是浙江农林大学土壤学学科博士生导师姜培坤教
授。

最近，姜培坤又获得了一份沉甸甸的荣誉——
由浙江省政府授予的“浙江省杰出教师”荣誉称号。
这也是他获浙江省高校“三育人”先进个人、“全国优
秀教师”称号、浙江省第五届高等学校教学名师后的
又一荣誉。虽然著作等身、屡获殊荣，但是姜培坤
说，自己最看重的还是有没有履行作为一个大学老
师的职责，有没有真正起到立德树人的作用，有没有
让每一个学生都成长成才、成为有利于社会的人，有
没有用最新的科技成果服务经济社会发展，有没有
为生活更加美好贡献自己的智慧和力量。

呕心沥血 建设一流课程
1985 年，姜培坤大学毕业后进入浙江农林大学

（原浙江林学院），成为土壤学课程的教师，成了“土
专家”。土壤学，是一门理论知识和实践技能相结合
的课程，既要求学生掌握扎实的理论知识，又要让学
生在实践生产中得心应手，这一直让土壤学老师们
煞费苦心，但凭着一股韧性，他硬是在一个“土”字上
做出了大文章。

为了积累教学经验，刚刚参加工作的姜培坤，花
了三年时间，坚持听了三位老教授的授课，并对土壤
学课程的教学内容、教学方法进行总结，针对现有的
教学模式提出了课堂讨论、课程小论文等课程创新
改革的设想。在老教授们的支持下，姜培坤进一步
梳理了实践教学的内容和教学要求，大胆提出了综
合性实验和实验、实习相结合的改革设想，使很多零
星的实验系统化、综合化，提高学生们土壤分析综合
技能，也让学生们在野外实践中发现问题，带着问题
进入实验室，有目的地开展实验，从而大大提高了学
生学习土壤学的兴趣。

上世纪九十年代，姜培坤的课程改革方兴未艾
之时，迎来了我国高校人才培养方案大调整，主要是
通过各专业减少专业课课时数，增加大量通识课，来
达到改传统“专才”为“通才”的目的。经过这一轮调
整，土壤学理论和实践课时均减少了百分之四十左
右，这无疑给土壤学教学带来了更大的困难。然而，
姜培坤始终坚信机会也是挑战，由于土壤学课程早
期教改研究的成果一直都有很好应用，在这次全国
性的课程改革中，土壤学教学率先做到了在学时数
大幅度下降的情况下，教学质量和教学效果反而有
明显提高的喜人成绩。

到了九十年代末期，国家开始对高校课程改革
大力投入，“优质课程”“精品课程”等众多课程品牌
不断涌现。机会始终眷顾有准备的人，由于一直以
来土壤学课程改革拥有的良好成绩，姜培坤主持的
土壤学课程被列入学校第一批优秀课程（全校仅三
门）。2003年，他任教的《土壤学》又被列为浙江省首
批精品课程，得到重点建设资助。

在此基础上，姜培坤一鼓作气，带领团队总结成
果、撰写教改论文，与大家一起研究教学课件，精益

求精，并出版了专门的教学光盘，针对不同专业进行
土壤学分类教学，主编出版教材，还把教改成果应用
到相近的生态环境类其他课程中。功夫不负有心
人，因为课程改革研究成果突出，2005年姜培坤的教
学成果“高等林业院校生态环境类课程的教学改革
与实践”获得了浙江省教学成果奖二等奖的好成绩，
教学团队也获得了“浙江省优秀教学团队”的荣誉称
号，2006年土壤学课程又获评国家级精品课程，是全
国第一门土壤学精品课程。

有了国家精品课程，任务更加繁重，姜培坤深
知，人才竞争是最后的竞争，因此他大力引进人才，
充实课程队伍，鼓励老师们互帮互学，采用“走出去、
请进来”等各种办法传授教学经验，努力提升课程内
涵和质量。努力付出终有丰硕回报，2009 年土壤学
课程组的教学成果“高等林业院校《土壤学》课程的
改革与实践”又获得了浙江省教学成果奖二等奖，
2013年土壤学课程成为国家资源共享课。目前该课
程已作为浙江省在线开放课程进行进一步的建设。

诲人不倦，精心培育人才
初到浙江农林大学时，教研室青年教师缺乏，繁

重的实验指导任务和野外实习指导工作落在姜培坤
一个人身上，常常是一个星期要指导五六个班的实
验。虽然任务繁重，但姜培坤从不马虎对待，每逢实
验周，他就要从周一至周六几乎全部泡在实验室里，
每天都要花一半时间准备材料、仪器设备，并对每个
实验进行预备试做，确保实验过程的顺利。为了使
实验规范化、系统化和综合化，姜培坤主持对实验指
导用书、实验作业等进行重新编写，强化了土壤学课
题的实验教学，也使实验教学更加系统化。

在指导野外实习中，姜培坤更是想尽各种办法
来提高学生们的学习兴趣和学习效果。当时土壤学
调查制图实习是一个班学生分成六个小组，共同完
成八千亩左右山地土壤的土种调查和图件制作，一
个小组分布面积平均在一千多亩。姜培坤为了指导
好这六个小组，两个星期的野外实习中天天在山里
上上下下跑，靠着自己的双脚和一辆自行车，常常是
一次实习下来自行车要修理好几次，鞋子磨破不止
一双，只为实地考察后能给每个学生多讲一点实践
内容。

进入二十一世纪，姜培坤开始指导研究生。十
多年来，先后培养了三十多位硕士研究生，不少研究
生在国外顶级期刊发表了论文，学生们的学术成果
丰硕，有多人获得国家奖学金、省级优秀毕业生和省
级优秀硕士论文等荣誉，姜培坤团队也因此获得了

“浙江农林大学第一届硕士研究生优秀导学团队”的
荣誉称号。

如今，姜培坤不仅招收了硕士研究生、博士研究
生，还指导了博士后，但他始终没有放弃给本科生授
课，凭借他渊博的知识、丰富的人生经历和敬业的育
人精神，无私奉献、诲人不倦，精心培育着各类人才。

坚持不懈 攀登科学高峰
姜培坤主要从事林地土壤质量演变研究，重点

聚焦土壤人为利用过程中有机碳含量、类组、稳定性
变化规律及调控机制。早在上世纪九十年代末，姜
培坤就已经认识到研究全球气候变化的重要性。大
气温室气体浓度升高是导致气候变暖的直接原因，
而不同利用的土地方式影响温室气体排放量的变
化，进而影响大气温室气体浓度。因此，姜培坤瞄准

“土壤碳过程及其调控机制”这个科学问题，开始了
长达近二十年的土壤碳研究，成为浙江省最早研究
森碳库的学者之一。

二十一世纪以来，全球气候变化问题日益突出，
森林碳汇研究成果日益涌现。姜培坤主动对接国内
外相关科学家，科学研究从土壤“碳过程”逐渐转到

“碳稳定性”。姜培坤认为，土壤中不稳定有机碳可
以通过矿化分解回到大气中，从长远来看，这并不是
真正意义的碳汇，只有稳定的土壤碳才是碳存贮（碳
汇），对缓解气候变化起到长期稳定的作用。通过文
献阅读和与国外科学家的交流，姜培坤发现了一种
叫“植硅体碳”的稳定性碳，可以在土壤中稳定上万
年。

从此，最大限度挖掘植硅体碳，通过人为调控增
加森林系统，特别是土壤中的植硅体碳成为了姜培
坤新的研究点。在确定选择富有中国特色的竹类植
物开展研究后，姜培坤经常去全国各竹产区采集植
物和土壤样品，同时和研究生们一起夜以继日摸索
植硅体提取方法，探索测定植硅体碳含量的新方法，
并成功总结出从植物、土壤中提取植硅体的理想方
法，发明了植硅体碳含量测定的新方法。有了成熟
的方法，研究工作得以更加快速、顺利开展。

在接下来的几年里，姜培坤一连申请到植硅体
方面两项国家基金和两项省基金，研究了中国全部
重要竹类植物系统植硅体碳的分布与稳定性，研究
团队在国内外发表了三十余篇有关植硅体研究的高
水平论文，在全国森林土壤会议、中国林学会等众多
会议上展示了团队的研究成果，得到了广大学者的
热烈关注和一致好评。现在，姜培坤的研究团队实
验室被公认为国内领先的植硅体研究基地，至今保
留实验样本近万份，团队研究成果达到了国际先进
水平。

科学研究二十余载，辛勤付出，也收获丰硕成
果，姜培坤至今共发表学术论文 200 余篇，SCI 收录
近 58 篇，出版著作 6 部，作为研究成果“竹林生态系
统碳汇监测与增汇减排关键技术及应用”的主要完
成人，获得了国家科技进步奖二等奖，“竹林生态系
统碳过程、碳监测与增汇技术研究”和“浙江省森林
生态系统碳格局、碳循环及管理技术”两项科研成果
均获得浙江省科学技术奖一等奖，另有多项成果获
省部级二、三等奖。

陈胜伟 俞洁

今年33岁的汤帅亮是绍兴
市柯桥区第一代名优茶创业者
汤恭财的儿子。2012 年，汤帅
亮毅然投身父亲从事的茶叶产
业，开始向父亲学习种茶制茶
的技术，熟悉生产加工的流程，
到后来与父亲分工合作，负责
公司茶叶的销售服务。

经调查，汤帅亮发现立顿
红茶作为世界级品牌，在全球
的销售额达到了几百亿。他深
深体会到，市场不是茶叶过剩，
而是需要有优秀的品质、良好
的服务，这就需要由专业的人
做专业的事。

在他的提议下，父子俩决
定缩减基地面积到300亩，这样
不仅能降低生产成本，而且有
更多的精力花在提高茶叶质量
上。当然，汤帅亮也准备了“后
手”，一旦茶叶销量直线攀升
时，他采取“基地+茶企”的合作
办法，一是设立 2000 亩青叶收
购基地，每年收购优质青叶；二
是确定6家成品茶叶收购企业，
达成代加工合作意向。

在此基础上，加大对茶叶
品牌营销和市场开拓力度。
2012 年起，汤帅亮就在市区府
山直街设立了品牌直销店，借
助柯桥区区级统一品牌“平水
日铸”，开展“平水日铸”秦望出
品茶叶的宣传和销售工作。根
据市场需求，推出两款适应不
同消费者层次的茶类，即“贡
熙”和“鹰爪”。为满足不同消
费者的需求，继续推出“秦望龙
井”和“越州红茶”等自有品种
的茶类品牌。

眼下，汤帅亮正在结合柯
桥区南部山区省级茶叶产业集
聚区建设，开展茶文化旅游营
销。在政府部门的支持下，近
期将在位于平水镇剑灶村的核
心茶叶基地之一建设茶园综合
体，开展骑行道、喷滴管、加工
场立面等设施改造提升，发展
茶产业采摘游、体验游，使市民
可看可走、可采可制、可品可
购。

钟伟陶文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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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阳节期间，嵊州市长乐镇
长乐二村退休老人钱兰锡在家
拉起二胡、大小提琴，庆祝祖国
七十华诞，吸引了周边村民围着
听、唱，沉醉其中。

提起83岁的钱兰锡，长乐人
都很熟悉，知道他是一位德艺双
磬的乐师。

据了解，钱兰锡1954年便是
长乐中学的文艺骨干，吹拉弹
唱样样精通，初中毕业被录取进
天津市越剧团后便是乐队的主
胡，参加剧目《张高谦》在全国巡
演，表演的《迎新曲》成了上海越
剧院学习曲目。1959 年元旦，北
京联欢晚会在人民大会堂宴会
厅演出越剧《十八相送》，钱兰锡
他们受到周恩来总理、陈毅副总
理的接见并拍照留念；他同年还
进中南海怀仁堂演出《文成公
主》，演出中国家领导人和在场
贵宾掌声经久不息；次年他三上
北京，进人民大会堂二楼小礼堂
演出《春草闯堂》，受到国家领导
人、人大代表的热烈赞许。

后因工作需要，钱兰锡被调
到九江文工团分管乐队，能演奏
琵琶曲《十面埋伏》《大浪淘沙》

《阳春白雪》，小提琴曲《梁祝》
《白毛女》，大提琴曲《天鹅》及电
子琴等乐器。

钱兰锡还善谱曲，代表作有
《琼空恋》《巧结良缘》《蛇珠》《公
主与皇帝》《王熙凤》等多部剧
目。1991 年，他参与的《告亲夫》《公主与皇帝》
赴上海演出，轰动了全上海，《解放日报》曾作了
专题报道。

六十多年的从艺生涯，钱兰锡精湛的技艺
在天津、北京、上海、江西等地广为传颂，虽已退
休，但他表示会继续前进，把艺术奉献给大众，
继续发挥出晚霞的光和热。

邢福荣 钱剑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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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培坤 35年耕耘只为诠释“教师”二字

引进德国超微粉体先进技术
国家重大产业技术开发专项

国家重点新产品国家火炬项目

成套超微粉体设备

浙江丰利粉碎设备有限公司

中文搜索:浙江丰利 http://www.zjfengli.com

销 售 热 线 :0575-83105888 、83185888
83100888 、8318361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