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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中秋节前夕，云南省大理州洱

源县疾控中心名誉主任李桂科回到他日

夜牵挂的山石屏村，为麻风病康复者准

备节庆事宜。中秋节当天，村里将举办

长街宴，让每一位康复者都能感受到大

家庭的温暖和幸福。

从洱源县炼铁乡前往山石屏村的途

中，李桂科来到一处红花掩映的院落前。

40年前，他也是这样翻过高高的罗坪山，

来到距山石屏村还有几公里的地方住下，

靠着两套棉布防护服轮流换洗，每天只吃

一早一晚两顿饭，步行到村里医治麻风病

人。看着当年居住的房屋、亲手修筑的小

路，李桂科露出了亲切的笑容：“这一排

银桦树就是我 40年前亲手种下的，现在

已经有 30多米高了。”

20世纪 50 年代，麻风院迁至与世

隔绝的大山深处，并更名为洱源县山

石屏疗养院，462 位麻风病人在这里

治疗、康复，生产、生活。1980 年，洱源

县卫生防疫站成立皮防科，并在距疗

养院 5 公里的上茄叶村建立健康区，

轮派工作人员驻健康区开展工作。从

那时起，李桂科就同患者休戚与共，数

十年如一日践行着医者仁心和共产党

员的初心使命。

“外界的匠人不愿来，大伙就自力更

生建家园。山石屏没有路，我就带着他

们动手挖出一条 3公里的土路；黑惠江

上没有桥，我就带着他们造船、架溜索。

后来，又从铁索桥变成了现在的水泥大

桥……”山石屏几十年来一点一滴的变

化，都倾注着李桂科的心血。

刚到山石屏的日子里，李桂科每天在

黑惠江边换上防护服再进疗养院，从疗养

院出来又在江边脱下防护服，晚上回到住

所再进行蒸煮消毒。接触患者一年后，掌

握了麻风病的传染规律，李桂科就再没

穿过防护服。医护人员按联合化疗方案

向患者发放药品，为患者做清创手术，李

桂科还刻蜡版编制讲义、到周边乡镇培

训乡村医生。1990年，洱源县境内的麻

风病患者全部治愈。2000年，李桂科从

健康区搬进疗养院，全身心投入到患者

的社会康复、心理康复和山石屏的建设

工作中。

“麻风病是种很特殊的病，不仅要治

病，更重要的是治心、治贫。”在李桂科

的多方争取下，疗养院得到各界资助，创

办了小学，康复者们的子女也有了接受

教育、走出大山的机会。2013年洱源发

生 5.5级地震，政府拨款 750万元重建

疗养院、修缮索道、修建蓄水池、硬化路

面；中国麻风协会捐资 40万元种植核桃

100亩；大学生志愿者来到疗养院，周边

村民组织文艺队表演节目，疗养院组织

康复者到广州、昆明和大理古城旅游考

察，增强他们融入社会的信心。

2014年，疗养院正式更名为山石屏

村，成立了山石屏村党支部，后来又发展

了 4名康复者和家属为党员。退休前，李

桂科带领村民修机耕路，发展种养产业。

如今，疗养院的老人们已年逾古稀，

公共饭堂每天保障鱼肉蛋奶、水果和蔬

菜供应，床头安装呼叫铃，每天有社工进

行血压监测。已退休 5个年头的李桂科

依旧往返于山石屏村，他筹集资金还原

了山区白族的木垛房，展出 20世纪 50

年代以来麻风病人制作的生活用具，撰

写文字介绍，整理各个时期拍摄的照片，

建成了全国首个麻风历史博物馆。

李桂科说：“小螺丝肩负着大使命，

当选为党的二十大代表，是使命光荣、

重任在肩。作为基层党员代表、基层医

务工作者，我要将基层的民意、心声传

递出去。”

云南省大理州洱源县疾控中心名誉主任李桂科：

四十载治病治心治贫

李桂科

苏州独墅湖畔秋意渐浓，中国医学

科学院苏州系统医学研究所研究员、所

长助理、免疫平台主任马瑜婷刚走出实

验室，还没来得及吃午饭。“要盯实验项

目进展，指导博士生，每天的安排都很

满。”她说。

马瑜婷研究的实验项目涉及肿瘤免

疫学领域。走上这条科研之路，源于她

经历爷爷和外公饱受肿瘤折磨离世之后

立下的志愿。2008年前往法国攻读免疫

学博士学位时，她选择了当时冷门的肿

瘤免疫方向。

马瑜婷记得，那时学界普遍认为，化

放疗主要是通过对癌细胞的直接杀伤来

控制肿瘤，很少有人相信免疫系统能发挥

作用。她决心用实验结果说话，每周工作

80多个小时，最终从扎实的数据中找到细

胞死亡调控肿瘤免疫的关键证据，发表了

一系列高水平论文，申请了国际专利，并

提前获得免疫学博士学位。

2015 年，马瑜婷决定回国加入中

国医学科学院苏州系统医学研究所。

在她看来，学好本事回来服务自己的

祖国，是一件理所当然的事情。“当时

我是所里第一批员工，一开始经常拎

着冰盒到处租用设备做实验。”从头做

起，马瑜婷带着团队搭建平台，提出假

说、实验论证、及时总结再尝试，日复

一日，深入解析免疫系统和神经系统

在肿瘤发生、进展、治疗过程中的机

制，努力寻找肿瘤免疫治疗的新靶点。

科研之路并非坦途。马瑜婷说，每

一次失败之后，团队要做的就是不断改进

实验，分析是否需要调整科学假说。在反

复实验中，她总结出一条经验：当挫败感无

以复加时，光明往往就在不远处。

几年下来，独墅湖畔聚集起越来越

多的生物医药类科研机构和企业，创新

氛围愈发浓厚。马瑜婷团队的研究也

有了不少进展，他们找到了压力应激抑

制肿瘤治疗效果的“帮凶”———糖皮质

激素，发现了压力应激影响肿瘤患者预

后的生物标志物和潜在治疗策略，填补

了国际上的一项空白；建立起完备的肿

瘤免疫学、神经内分泌学、行为学、细

胞生物学及生物信息平台等。如今，在

应激与肿瘤免疫领域，马瑜婷已在国际

高水平学术期刊上发表论文 50 余篇，

多项科研成果获得国内外专利。

马瑜婷说：“之前绝大多数肿瘤免

疫药物和疗法都是基于国外学者发现

的靶点研发的，在国家的大力支持下，

中国免疫学家也已经取得许多非常重

要的研究成果。”

这种变化，让她感触很深。在留学

法国期间，她发现中国科学家在重要的

国际舞台、国际会议上发声的机会相对

较少，大家都很羡慕国外科学家做出科

研成果，但现在中国科学家在很多领域

有了原创发现，在世界舞台上也发出中

国声音、展现了中国力量。

当选党的二十大代表之后，马瑜婷深

感自己肩负着特殊的使命。“这是一种荣

誉，但更多的是鞭策。”她决心在今后的工

作中，展现更多担当，带领团队继续攻坚克

难，力争取得更多原创性突破性进展。未

来，她和团队将聚焦神经系统和免疫的互

动对话，朝着肿瘤免疫以及感染的研究

方向不断深入，利用争取到的科研项目

经费做有意义的工作，真正造福于肿瘤

患者，为守护人民健康作出贡献。

中国医学科学院苏州系统医学研究所研究员马瑜婷：

学了本事就要回来守护百姓健康

马瑜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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