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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嘉宾

林东昕 福州闽侯人，肿瘤遗传学及基因组学专家，2013年当选中国工程院院士。他长期
致力于肿瘤遗传学、基因组学等研究，在揭示食管癌、胰腺癌、结直肠癌等常见肿瘤基因组改变
及其防治应用方面取得突出成就。他先后承担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计划、国家高技术研究发
展计划项目等，获得过国家自然科学奖二等奖、国家科技进步奖一等奖和二等奖等奖项。

本报讯（见习记者 傅亦静 记者
林文婧）昨日，来自福清的陈淋在经
历为期 4天的动员剂注射后，顺利
完成造血干细胞捐献，成为福建省
第 456 例、福州市第 126 例造血干
细胞捐献者，为一名素不相识的血
液病患者送上了一份珍贵的“礼
物”。

陈淋是一名理发师，在福清经
营着一家美发工作室。多年来，他
一直保持着定期无偿献血的习惯，
至今已有 20 余次无偿献血记录。

“2008年，我在福州做了矫正近视
的激光手术，了解到恢复视力后就
可以参加无偿献血，我从那时起就
开始了定期献血。”陈淋回忆道。

2019 年 10 月的一天，陈淋在
前往福清一处献血点奉献爱心时
了解到，只要填写一份详细资料、
多留两试管血样，就有机会加入造
血干细胞捐献志愿者库，以另一种

方式帮助他人。陈淋欣然同意，
“助人即助己，我相信自己对他人
的真诚帮助，也会得到美好的回
馈”。

今年 4月，陈淋接到了红十字
会工作人员的电话，得知自己和一
名血液病患者的情况初步匹配成
功，他没有丝毫犹豫，决定履行四
年前的承诺，并当即表示愿意配合
捐献。

经过血样的高分辨比对，工作
人员告诉他，他们的基因点位完
全相合，他就是那个患者最需要
的人。“真的选中了我，我真是太
激动了！入库只是成为志愿者，
现在要去做的事才是真正帮助到
了一个人。”陈淋说，“几万分之一
的幸运被我抓住了，我是又开心又
自豪。”

陈淋立即将这件助人为乐的
好事分享给亲朋好友，没想到却受

到了一些质疑：“你捐这有啥用？
他们有给钱吗？这对身体肯定不
好吧？你别上当受骗了！”陈淋耐

心解释，通过上网查询和咨询红十
字会工作人员了解情况后，向大家
普及造血干细胞捐献常识。即便

如此，依然有朋友持怀疑态度。
面对这些争议，陈淋笑着摇摇

头说：“这些都不会影响我的决定，
因为我知道这是一件正确的事，答
应了就是要履行承诺。”在与工作人
员确认了捐献日期后，他将工作室
挂上“停业”指示牌，便前往福州市
区，为这场生命的接力赛全力以赴。

在接受第一针动员剂后，陈淋
稍作休息，就开始整理捐献前签字
仪式上的照片，并发送了一条微信
朋友圈：“放假到 19日，20日正常
上班，可预约。”

陈淋还带上省肿瘤医院的定
位，并在评论区继续解释道：“我是
来医院捐献造血干细胞的，这是国
家支持的、无损身体健康的好事。”
通过此举，陈淋也希望更多爱心人
士成为中国造血干细胞库志愿者，
呼吁更多平凡的人勇敢去做不平
凡的事。

“几万分之一的幸运被我抓住了”
福清理发师捐献造血干细胞

对于林东昕而言，走上这条
与肿瘤“赛跑”的赛道，并没有
什么跌宕起伏的故事，就是一
个一个的机会把他推上了这条
路。

1976年，林东昕到上海第一
医学院（现复旦大学上海医学
院）公共卫生系就读。毕业后在
福建医科大学做了 3 年助教。
1983 年，他考入北京医科大学
（现北京大学医学部）研究生院，
研究食品毒理学和食品与癌症
的关系 。

1988年，林东昕获得公派留
学机会，前往法国国家癌症科学
所和世界卫生组织癌症研究署从

事肿瘤研究，后又于 1990年前往
美国从事癌症分子流行病学研
究。1994年林东昕回国，在预防
医学科学院工作一年后，被招聘
到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肿瘤
研究所。

30年前，我国的科研条件还
比较落后，没有现在这样的先进
科研平台，研究经费也不多。林
东昕“白手起家”建立实验室，创
造条件开展科学研究。

直到今天，他已在和肿瘤的
“赛跑”中跑了很长的路。在他看
来，一直支撑他的，一个是孜孜不
倦地学习，另一个是坚持。“不断
学习才有学识，有了学识你才能

做研究。在这一过程中坚持非常
重要，看准了方向，你就要跑下
去，困难可以解决，成果往往都是
在坚持中做出来的。”

从事基础研究，可能好几年
都没有成果发表，但林东昕看得
很淡，“做研究，走弯路或失败都
是家常便饭”。

回顾过往 30 多年的研究生
涯，林东昕一直践行着低调、严谨
地做学问的行事方法。他认为他
的研究只是认识癌症历史长河中
的一朵浪花，只是研究癌症过程
的阶段性认识。对于攻克癌症，
还需要一代一代研究者的接力

“奔跑”。

林东昕：与肿瘤“赛跑”需要科学“加速度”
本报记者 冯雪珠

长乐完成首例
“无证明城市”协查事项

本报讯（记者 蒋雅琛 通讯员 柯抒琳）
日前，长乐完成了首例“无证明城市”协查事
项。长乐区政务服务中心市场监管局窗口通
过证明协查方式在线获取某公司清税证明，
成功为其办理了注销登记，避免经办人员“再
跑一趟”。

当天，长乐某公司经办人李女士携带注
销材料来到长乐区政务服务中心的市场监
管局窗口，办理公司注销登记。过程中，窗
口人员发现登记系统中未进行清税信息共
享。以往这种情况，申请人需要提供税务部
门开具的清税证明才可进行注销登记。得
益于福州市正在推进的“无证明城市”建设，
长乐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可通过证明协查方
式在线获取清税证明，帮助李女士顺利完成
公司注销登记，让申请人实现证明材料“免
提交”。

“真是太好了，本来还担心要到税务窗口
再跑一趟，真是便民利民！”李女士说。

“打造‘无证明城市’是优化营商环境的
重要抓手，是提高治理能力的重要途径，通
过在流程上做减法，技术平台做加法，实现
群众少跑路，深刻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
思想。”长乐区市场监督管理局相关负责人
表示，该局积极响应，将配合相关部门继续
推进“无证明城市”建设工作，让群众证明材
料“免提交”，业务事项“无感办”，政务服务
更便捷。

台江苍霞街道职工子女
暑托班开班

本报讯（记者 颜澜萍）近日，台江区“温
情一夏 乐在苍霞”苍霞街道职工子女暑托班
正式开班，在丰富孩子假期生活的同时，帮助
双职工解决暑期孩子“看护难”问题。

开班仪式后，进入暑托班第一期主题活
动——“我们要做好朋友”。活动以游戏开
场，既活跃了现场氛围，也让学员们对彼此有
了一个初步的了解。

热身游戏结束后，学员们共同讨论，制定
出了暑托班期间需要共同遵守的班级公约及
相应积分规则，并在所有班级公约得到全票
通过后，盖上了各自的手印。当天，每一名学
员都领取到了一份暑托班专属任务——蔬菜
种植。大家认真听取种植规则，细心呵护自
己的小种子，期待早日收获。

此次活动由台江区苍霞街道党工委、办
事处，苍霞街道工会联合会主办。

福州海关查获凤尾螺
系国家二级保护野生动物

本报讯（记者 吴桦真）近日，福州海关所
属福州长乐机场海关关员在对一架进境航班
进行监管时，通过先期机检发现一名旅客行
李过机图像内存在异常纺锤状图像。经开箱
查验，在衣物、保鲜膜的层层包裹中发现海螺
1件，重 1.1千克。经专业机构鉴定，确定为
腹足纲中腹足目法螺科法螺贝壳，属于国家
二级保护野生动物。

法螺又称凤尾螺，常栖息于珊瑚礁中，因
花纹如“凤尾”般而得名。凤尾螺和唐冠螺、
万宝螺、鹦鹉螺并称为世界四大名螺，又因其
独特的外形和稀少的数量而位居四大名螺之
首。目前该物品已被依法暂扣，待进一步处
理。

“校家社”联动
构建心育合力

本报讯（通讯员 蔡思琴 记者 莫思予）
结合“好年华 聚福州”研学活动，近日，中南
林业科技大学“悦享心‘林’，‘青’心前行”实
践团来到福清市江阴镇福蕾儿童之家，开展

“青春心语隔代同行”互动课堂。
来自 10所中小学的孩子和家长共同参

与活动。“直播筑心桥”线上分课堂邀请大家
共同探索心理健康的奥秘；“心‘林’剧场”以
电影为镜，带来一场代际心灵的对话；你画我
猜、情绪轮盘、自我画像等环节让现场充满温
馨氛围。

实践团运用中南林科大心理健康教育中
心设计的专业心理健康评估量表，细致识别
孩子们的心理状态。团队还通过倾听孩子及
其家庭成员的声音，收集第一手材料，并提出
切实可行的针对性建议，以促进青少年心理
健康的全面发展。“这不仅是一次心灵的探
索，更是一次对孩子们心理需求的深刻理
解。”实践团成员李邵涵说。

如果能了解肿瘤发生发展的
关键因素，就有可能对症下药，甚
至提早干预，阻止它的演进——
这是林东昕从事肿瘤研究 30多

年来一直在进行的探索。这个过
程好比是和肿瘤“赛跑”，研究对
手，找准赛道，坚持不懈，期待着
有一天能够超越对手，跑在前面。

林东昕目前所在的中国医学
科学院肿瘤医院，研究食管癌已
有半个多世纪。

20世纪 50年代，太行山上，
凿出“人工天河”红旗渠的林县
（今河南安阳林州）食管癌发病率
远高于其他地方。

1959 年起，国家委派医疗
队走进林县等地区，进行科学
研究并治疗患者，其中就包括
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的医
务工作者。1995 年，林东昕加
入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肿
瘤研究所，也将其研究工作聚
焦于食管癌。

中国是食管癌高发地区，患
者数量约占全球食管癌患者的一
半。食管癌发病率在地区间也有
显著差异，河南、河北、四川、福建
等一些地区是高发区，这提示环
境和生活因素可能影响着食管癌
的产生。但在同样的因素下，也
并不是所有人都会得病，说明其
发生和患者自身的遗传因素也有
关系。

林东昕的研究成果就揭示了
食管癌的遗传易患性因素，也就
是说，有一部分人有易感基因，在
同样的环境和生活条件下，容易
受环境致癌因素的作用而患癌。

这是对肿瘤易感基因与环境
的交互作用最浅显的解释，落实

到分子作用机制层面，就更加复
杂。

在林东昕刚开始进行该领
域的研究时，国际上“人类基因
组计划”的研究还未完成，要找
到与食管癌等恶性肿瘤相关的
易感基因，如同大海捞针。那
时，国内对于遗传易感性的研究
也少，林东昕只能摸索着前进，
鉴定出一些与食管癌发生风险
相关的基因。

“人类基因组计划”完成后，
林东昕团队迅速进行了全基因组
关联研究，发现了一些非常重要
的食管癌易感基因，研究成果刊
载在国际权威学术期刊，有一项
研究成果被评为 2007 年度中国
基础研究十大新闻之一。

遗传易感基因的发现，进一
步揭示了为什么患食管癌有个
体之间的差异，即为什么有的人
暴露于危险环境因素和生活方
式中会得食管癌，而有些人则不
会。

“癌症研究领域是多方面的，
有很多研究者关注临床治疗，也
有很多研究者关注它会不会向远
处器官转移。但我们关注的是它
为什么会发生。”林东昕说，这是
认识疾病发生发展的关键，有利
于疾病的精准防控，也有助于有
针对性地开发治疗药物。

食管癌等肿瘤的发生发展机
制仍然是林东昕及其团队目前关
注的重点，而他的研究团队同时
还在关注另一件非常重要的事
——肿瘤的早期筛查。

“大部分的肿瘤到了中晚期治
疗效果都不太好，治疗费用也很
高。”林东昕说，“所以我们不能只
依赖治疗，尤其是到了中晚期才治
疗，早期肿瘤治疗效果更好。”

然而，不是所有的肿瘤都能
很容易地在早期被发现。“例如采
用CT影像，虽然可以发现肺部的
早期肿瘤，但不是所有器官的早

期肿瘤都能用影像检测到，而且
我们可能还需要更早期地发现肿
瘤。”林东昕团队目前正在探索新
的方法筛查体内的肿瘤。

“比方说，血液里面有没有一
些分子可以做早期筛查？这个设
想一直都在鼓舞着研究者去探
索。随着检测手段的进步以及我
们对癌症认识的不断深入，最近
国际上取得了一些进展，我们团
队也在努力地从事这方面的研
究。”林东昕说，“我们想要做出的
是一种真正有效的、老百姓都用
得起的检测方法，只要抽点血，就

能够筛查。这个研究极具挑战
性，但我们正在努力。”

在林东昕看来，肿瘤治疗费
用对国家和家庭都是一个很重的
负担，不少家庭因病致贫、因病返
贫，为了治病把钱都花光了。如
果能实现早期筛查，肿瘤的治疗
效果会更好，医疗花费也会降低。

在采访最后，谈及当选中国
工程院院士，林东昕认为，这是国
家给的荣誉，因此更有责任努力
把研究工作做好。眼下，他还在
坚持不懈，按照自己的“奔跑”节
奏，踏踏实实地迈步向前。

林东昕（左）走访福建海西新药创制股份有限公司。本报记者 石美祥摄

走上赛道

再快一步

▲林东昕在侯官论坛上
发言。本报记者 林双伟摄

▶林东昕在办公室。（受
访者供图）

陈淋成功捐献造血干细胞陈淋成功捐献造血干细胞。（。（省红十字会供图省红十字会供图))

福州海关查获的凤尾螺。（福州海关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