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七
一
勳
章
」
得
主

「現在我已經
85歲了，年齡很
大，還有很多事
情要做，不久前
習近平總書記訪

問了青海，特別講了高原開發大的建設，
高原學必須要作出保證，還有川藏鐵路到
處都開工了，要解決高原缺氧、高原病防
治，提高高原人民健康的工作還等待着我
們去做，我將把我的一生繼續奉獻給這樣
一個高原的事業。」「七一勳章」獲得

者、中國工程院院士、高原醫學專家吳天
一昨日在接受香港文匯報專訪時說。

吳天一是中國高原醫學事業的開拓者。
1935年，吳天一出生於新疆。1958年為響
應祖國支邊號召，他和妻子來到青海支援
大西北建設，從此開啟高原病的研究之
路。1963年，吳天一在中國首次綜述報告
了高原肺水腫。1965年，他在國內報道了
「成人高原性心臟病」並指出肺動脈高壓
是根本病理機制。1979年，他報道了青藏
高原最常見的慢性高原病類型「高原紅細

胞增多症」的概念。
這位高原病專家一直在高原一線守護着

國人健康。「在青藏鐵路建設中，我做了
一些有效的工作，5年14萬建設大軍在海
拔4,500米的唐古拉山強勞動，沒有一個人
因為高原病死亡，這是一個震驚世界的成
果。」吳天一說，在這一成就的背後，是
他和團隊一系列非常嚴密、細緻的工作。

制訂5個高原病防治文件
如今，吳天一迎來了更多挑戰，一條修

建難度更大的川藏鐵路已開始動工。他
說，川藏鐵路是10年工程，每年要進大約
10萬人，而青藏鐵路只有2萬至3萬人。雖
然川藏鐵路沿線的醫療資源稍好，但當地
醫院對基本的高原知識依然較欠缺。「川
藏鐵路，我已經整個走過兩遍了」，吳天
一說，由於川藏鐵路需要修建大量的隧
道，最長的將達到45公里，這將給修建作
業帶來極大的挑戰，缺氧等問題依然需要
攻關，他為此制訂了五個關於高原病防治
的詳細文件。

八旬親赴珠峰建醫療站
令人難以想像的是，吳天一在80歲時曾

親自前往珠穆朗瑪峰。他介紹，在這樣的
高齡去珠峰，是為了建醫療站。尼泊爾在
珠峰有兩個站，而中國在珠峰沒有醫療
站、急救站，每年都有人傷亡。在國家的

支持下，中國在珠峰的醫療站已經建成，
位於絨布寺附近，海拔在5,000米左右。未
來每年可支持12萬人登山、科學考察、旅
遊、通商等。

●香港文匯報記者 劉凝哲 北京報道

創零鐵路工人因高原病致死奇跡

吳天一畢生防治高原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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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江鑫嫻 北京報
道）「7月1日上午，我收看了慶祝中國
共產黨成立100周年大會直播，聆聽習
近平總書記的重要講話，深受教育、倍
感振奮。其間，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未
來屬於青年，希望寄予青年。』這是對
新時代中國青年提出的厚重期許。」來
自香港的清華大學「90後」青年教師黃
爾諾在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表示，他
將繼續主動融入國家發展大局，勇敢肩
負起時代賦予的重任，志存高遠，腳踏
實地，立志成為有為青年。
「沒有『七一』，就沒有『八一』和

『十一』；沒有『十一」，就更沒有
1997年的『七一』。」黃爾諾感恩黨和
祖國從未放棄過香港。「在中國共產黨

百年華誕之際，願我們的祖國繁榮昌
盛，也慶祝香港回歸祖國24周年。東方
之珠定能迎來更加美好的明天！」

觀歷史劇感美好生活來得不易
「在中國共產黨帶領下，我們的祖國

實現了從站起來、富起來到強起來的偉
大飛躍。這也讓我想起寫下洋洋萬言的
《青春》時只有27歲的李大釗、被國民
黨當局殺害堅決不下跪時年29歲的陳延
年、受盡重刑卻始終嚴守黨的秘密時年
26歲的陳喬年等無數青年前赴後繼、勇
克難關，將自己的青春與夢想融入黨和
人民事業中，他們的革命品格和鬥爭精
神、他們的愛國主義情懷和青春正能量
深深震撼了我，讓我更加深刻體會到，

中國共產黨不斷
發展壯大是歷史
必然。」黃爾諾
說。
黃爾諾告訴香

港文匯報記者，
他最近在觀看
革命歷史題材
電視劇《覺醒年
代》。該劇為其
樹起了當代青年
的榜樣，深感現在美好生活來得不易、
值得珍惜，立志做有為青年，勇敢肩負
起時代賦予的重任，努力在實現中華民
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的生動實踐中放飛
青春夢想。

來源：綜合香港文匯報記者丁春麗及《北京日報》報道

心懷復興使命 學子青春報國
習近平囑託點燃青年熱情 希望奔赴祖國最需要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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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 周年A6

正紅色是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100周年大會的主色調，不

過內地網友們說，綠色也是這場大會的主色調。原來，大

會主辦方在細節處非常留意可持續環保理念。

「貼8」不重印 請柬不浪費

大會結束後，很多參會人員在朋
友圈晒出大會請柬，細心的人發
現，請柬上大會時間「上午8時」
的「8」不是印刷上去的，而是一
個突起的貼紙貼上去的。這是怎
麼回事？

原來，據負責請柬發放的慶祝大
會廣場參會人員服務指揮部人員
座次部相關負責人介紹，他們是6
月26號前後才收到通知修改大會
舉行時間。

由於當時重新印刷時間太緊張，
加上已印刷的請柬作廢會造成巨
大浪費。印製單位加印了一批帶
不乾膠的貼紙數字「8」，送到了
票證發放現場，由來自北京交通
大學的120名大學生志願者和人
員座次部20名工作人員，連同印
製單位工作人員一起，連夜把
「8」貼到了請柬上已經印製好的
「9」上。

10萬羽和平鴿 3千戶「鴿友」提供

放飛的10萬羽和平鴿，是北京3,000
餘戶「鴿友」志願提供的。這些鴿子
都是精挑細選而來，不僅要「打過比
賽、經過訓飛、認家」，而且「毛色
油亮、骨骼肌肉健壯、身體健康」。

40萬礦泉水瓶 製觀禮台紅毯

大會觀禮台的2萬平方米紅色地毯為山
東陽信龍福環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使
用了40萬個礦泉水瓶製作。地毯經過
回收利用礦泉水瓶生產出的再生滌
綸、地毯專用紗線編織而成，具有阻
燃、抗污、抗紫外線的功能。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江鑫嫻 北京報道）「未來屬於青年，希望寄予

青年。」在1日舉行的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100周年大會上，習近平總

書記這樣寄語青年。收到總書記的殷切期望，兩地青年心潮澎湃，更懂

得囑託的分量。多位青年在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表示，感覺使命在

心、責任在肩。學成之後，將以復興中華為己任，奔赴祖國最需要的地

方，奉獻青春和智慧。

港青教師：感恩祖國未放棄過香港

10萬顆氣球 全數可降解

此次騰空而起的10萬顆氣球，由
於使用的是100%可降解材料，不
會造成環境污染問題；而且，氣球
充的都是氦氣，與遇明火易爆炸燃
燒的氫氣相比，更加安全。所以，
人們不必擔心10萬顆氣球會帶來
安全問題、環保問題。

紅 色 盛 會 綠 色「秘 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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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大研究生徐天賜：
黨和國家是愛國港青堅強後盾
「作為香港專業人士（北京）
協會的一員，我非常榮幸能在大
會現場聆聽習近平總書記的講
話。」即將攻讀北大中共黨史專
業研究生的港生徐天賜表示，黨
和國家是每一個愛國港青堅強的

後盾，香港年輕人應多多學黨史、悟思想。同時，港
青也要努力增強志氣、骨氣、底氣，向世界講好中國
故事，為國家和香港作出自己的一份貢獻。
徐天賜還提到，未來他想報考內地公務員，進入

政府或事業單位，與更多的共產黨員共事。「希望
有機會從事內地與港澳相關事務的工作，從公務員
的角度去了解國家的發展。以第一人稱的方式向港
青講述自己對國家、中共，以及整個內地社會的理
解。

北大本科生呂維一：
深感責任光榮 使命艱巨
「一百年前，李大釗為代表的新青年正是以北

京大學為主陣地，播撒民主科學的火種；1919
年，五四運動中北大學子書寫『愛國、進步、民
主、科學』的五四精神；1981年，北大學子『團
結起來，振興中華』的口號響徹燕園……北京大
學的命運和國家民族的命運休戚與共，作為北大

學子，我謹記習近平總書記對青年『愛國、立志、求真、力行』的諄
諄教誨，乘新時代春風，在祖國的萬里長空放飛青春夢想，不負黨和
人民的殷切期望。」北大國際關係學院本科生呂維一深感責任之光
榮、使命之艱巨。
「非常榮幸能夠作為一名新發展黨員代表參加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

100周年大會。從習近平總書記的講話中，我深深地體會到了我們黨
從成立到發展再到壯大的來之不易，感受到了我們黨為中國人民謀幸
福，為中華民族謀復興的初心與使命。頭頂飛掠的殲-20戰機，不僅
飽含着對黨的崇高祝福，更讓我感受到了我們國家的底氣與力量。」

據最新數據顯示，中國共產黨的年輕黨員正持續增加。目前，中國共產黨員總數為
9,514.8萬名，35歲及以下黨員達2,367.9萬名，佔比近四分之一。

北大學生霍宸霄：
時代潮頭參與最偉大事業
22歲的北大學生霍宸霄就是其中的一分子。「今日中國能有如此

大之巨變，離不開百年前手擎火炬，奮勇向前的青年共產黨人，明
日之中國若想真正屹立於世界之林，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也
必將需要如我們一樣的青年擔起時代的重任。」他說，「我有幸在
建黨百年之際光榮地成為了一名預備黨員，追隨前人的腳步，在時
代潮頭參與進最偉大、最光榮的事業中。」

霍宸霄告訴香港文匯報記者，他全程收看了習近平總書記的講話直播，聽到他關於青
年的論述，備受鼓舞。「未來，待學業完成之後，我也希望如習近平總書記講話中所提
到的那樣，以復興中華為己任，把我的青春和智慧奉獻給祖國，奔赴到祖國最需要的地
方。同億萬人民一道，矢志不渝，努力奮鬥，譜寫實現第二個百年奮鬥目標路途上的青
春之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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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爾諾黃爾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