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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伸阅读

7月4日，顺德区档案馆迎来
了一位特别的客人——梁庆照。他
曾参与1964年中国历史上第一次
原子弹试爆的重要任务以及1965
年中国历史上第二次核爆炸试验工
作。此行他由家属陪同，前往顺德
区档案馆再次参观实物档案展厅，
这里存放着他捐赠的照片、教材、
实物和荣誉勋章。

参与中国首颗原子弹爆
炸监测任务

根据顺德区档案馆口述历史内
容记录，梁庆照出生于广东顺德勒
流龙眼，1950年参军，在中国人
民解放军某防化团接受训练。1964
年，他随所在部队被派往新疆，参
与执行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原子弹试
爆的重要任务。梁庆照承担的核心
工作是监测和记录核爆炸后所产生
的光辐射、冲击波以及放射性污染
等关键数据。

在1964年10月的首次核爆炸
试验中，中国科学家们选择了一个
地面点作为爆炸试验的地点。这次
试验是在一座高达一百米的铁塔上
进行，原子弹被放置在铁塔的顶
端，然后通过远程引爆。梁庆照和
他的战友们穿着全套防护服，驾驶
着装载了各种精密仪器的车辆，勇
敢地驶向核爆点。在前往核爆点的
路途中，他们沿途布置了大量的监
测设备，这些设备被放置在房屋、
飞机、坦克、车辆以及动植物等不
同的物体周围，用于收集核辐射的
数据以及评估核爆炸对这些物体可
能造成的损害。

据梁庆照和他的战友们回忆，
从他们的基地到核爆点需要三个多
小时的车程，这是一段漫长而充满

危险的旅程。他们必须确保所有的
监测设备都准确无误地布置到位，
以便能够收集到最准确的数据，这
些数据对于科学家们评估核爆炸的
影响以及制定后续的安全措施具有
不可估量的价值。

1965年，梁庆照再次参与任
务，执行第二次核爆炸试验。这次
试验的成功，不仅展示了中国在核
技术领域的进步，也证明了梁庆照
和他的战友们在极端条件下进行科
学监测和数据收集的能力。他们的
工作为中国的核武器发展和国防安
全做出了重要贡献，同时也为世界
和平与安全提供了宝贵的数据支
持。

年轻人应该学习不怕艰
苦的奉献精神

梁庆照的儿子梁啟振告诉记
者，当时父亲在戈壁滩工作相当艰
苦。他们要穿着密不透风的防护
服，在炎热的环境下工作，每次完
成任务脱下防护服都能倒出汗水。
不仅如此，戈壁滩上饮用水也成问
题，由于饮用水源受污染，他们经
常出现腹泻。虽然遇上各种困难，
但梁庆照和同事们依然不怕困难，
保质保量完成上级交给的任务。

梁啟振认为，父亲身上的吃苦
精神以及为社会、为国家贡献的精
神，非常值得年轻一辈学习。因
此，他和兄弟姐妹也经常给后辈讲
述父亲的故事，以此勉励年轻一代
以长辈的精神为学习榜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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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习生张佳亮

这位顺德人曾参与
中国首颗原子弹爆炸监测任务

近年来，顺德
坚持“围绕中心抓
党建、抓好党建促
业务”，实施“强基
固本”“党旗领航”

“人才赋能”三大工
程，推动党建与业
务深度融合。2000
余名党员医务人员
在临床诊疗、科研
攻关、疫情防控等
工作中冲锋在前，
成为守护市民健康
的坚强堡垒。

以 “ 党 旗 领
航”工程为抓手，
顺德聚焦“培植名
科”。在重点学科建
设中发挥党支部战
斗堡垒作用，党员
带头开展新技术攻
关。目前，全区建
成国家级重点专科3
个、省级重点专科
19 个 、 市 “ 十 四
五”医学重点 （高
水 平） 62 个 ， 较

“十三五”增长210%。
栽得梧桐树，引来金凤凰。顺

德大力实施“人才赋能”工程，建
立完善党委联系服务专家人才制
度，搭建平台推动党员骨干与青年
人才结对帮带。全区高级职称医务
人员占比达 25.13%，中级职称医务
人员占比达 44.83%。

三大工程有效实现了党建工作
与卫生健康业务的深度融合、同频
共振。党组织的凝聚力和战斗力显
著增强，党员队伍的先锋模范作用
充分发挥，高水平学科建设成果丰
硕，人才队伍活力竞相迸发，卫生
健康服务能力和群众满意度持续提
升。

脚沾泥土 心系群众
乐从医院党委书记郑华婴让健康服务进村入户

今年是郑华婴扎根顺德的第25个
春秋，也是他胸前佩戴党员徽章的第
28载岁月。作为乐从医院党委书记，
郑华婴总是脚沾泥土，心系群众——
那是他常年奔走于社区巷陌、调研群
众就医需求的生动写照。

让基层群众就近看上病、看好
病，是深化医改必须啃下的“硬骨
头”。2022年7月，顺德启动新一轮医
疗卫生体制改革，镇（街道）公立医
院与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组建成紧密型
健康共同体。在这场关乎民生福祉的
改革中，郑华婴作为乐从镇健共体牵
头医院的掌舵人，精准把脉群众健康
需求，深入剖析医疗卫生服务短板，
带领团队在医改深水区勇毅前行。

“只有走到群众身边，才能走进群
众心里。”带着这样的为民情怀，郑华
婴深入基层走访调研，足迹遍布社区
家庭、养老机构、社区站点。一个令
人揪心的现象引起了郑华婴的注意：
许多失能失智患者因家庭经济困难或
亲属忙于生计无暇照料，不得不长期
卧床在家，因缺乏专业的医疗照护和
康复治疗，这些患者普遍出现严重的
褥疮、关节僵硬变形、反复肺部感染
等并发症，生存状况令人堪忧。

如何借助乐从健共体的建设，将
优质医疗服务延伸至患者家中？面对
经验空白的困境，郑华婴充分发挥党
员先锋模范作用，以“党建+医疗”
为引领，带领团队迎难而上。结合区
委、区政府提出的“打造医养结合示
范项目，加强慢性病健康管理”，他们
通过政策学习、实地考察、专题研讨
等方式，结合乐从健共体现有资源特
点，逐一破解了群众认知不足、人才
短缺、运行机制等现实难题。

2023年，郑华婴带领乐从健共体
率先在区内建立家庭病床科，同时构
建以医院、社卫中心、康养机构为主
的医师、护师、康复师、医务社工
师、营养师的“五师共管”团队，提
供治疗期住院、康复期护理、稳定期
生活照料及临终关怀一体化的健康养
老服务。截至2025年5月，乐从镇内
累计建立家庭病床702张，双向转诊
358人次，服务1938人次，照护赋能
702个家庭，覆盖25个村居、2家社

会办养老机构，有效降低医疗费用，
减轻患者家庭经济负担。

从最初摸着石头过河，到如今形
成可复制、可持续的基层医疗服务新
路径，每一步都凝聚着郑华婴对解决
失能失智群体就医难题的执着追求。

“我们的一切探索都是为了回应群众的
实际需求。必须坚定信念，不计得失
地推进这项事业。”郑华婴如是说。

立足国家健康战略和顺德医改政
策，郑华婴探索不止、创新不断。
2024年3月，乐从健共体建设区内首
个“专、全”联合的咳喘门诊，医院
呼吸专科团队下沉卫生站点，定期驻
诊，提供慢性咳嗽患者预约评估及简
易肺功能检测，同时对可疑慢阻肺病
或哮喘患者指引至医院PCCM门诊进
行标准肺功能检查。通过信息同步，

专家下沉，规范诊疗服务，统一药品
目录，协助办理门诊特定病种，减少
了群众往返医院看病和复查的困扰。

从“以治疗为主”转向“防治结
合”，这一创新实践不仅实现了医疗资
源的下沉，更探索出了一条可复制、
可持续的基层医疗服务新路径，吸引
来自苏州、无锡、广州等地数十家基
层医疗机构前来“取经”。“这项创新
实践的源头活水在于国家健康战略的
顶层谋划与顺德医改政策的精准导
航，我们只是立足基层实际，让政策
红利在‘最后一公里’充分释放。”郑
华婴表示。

在基层首创健共体医务社工管理
委员会；聚焦慢病管理、青少年患者
服务和社区困境群众服务，探索“六
位一体”社工服务模式；成立医院服

务管理中心，改善患者就医体验……
一项项务实之举、创新之策，让乐从
老百姓在“家门口”看好病成为实实
在在的民生福祉。

扎根基层有恒心，工作透着温度。
无论是用创新突破“卡脖子”难题的科
技工作者，还是带领医院向高质量发展
方向迈进的“一把手”，在多重角色转换
中，郑华婴展现了新时代医务工作者的
精神风貌：是改革创新的开拓勇气，更
是人民至上的初心情怀。

“在顺德这片热土深耕多年，敢为
天下先的顺德精神深深地感染着我。”
郑华婴目光坚定地说，“未来将进一步
丰富‘党建+’内涵，持续创新基层
医疗服务模式，带领团队攻坚克难，
切实让群众享受到‘家门口’的健康
守护。”

文/顺德融媒记者邓海霞
图/乐从医院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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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梁庆照讲述他不平凡的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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