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到村里去，到老百

姓中间去，才是真

正做研究，我想，研

究从来不是只在

实验室里看数据。

本报记者 李玲玲 文/摄

发自洛阳

司 机 郭 根 发

（左）和科学

家高社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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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报道

郭师傅叫郭根发。

“ 树 根 的 根 ，发 展 的

发。”坐在记者面前的郭师傅

精神矍铄，人瘦高个，说一口

普通话，出生于1953年的他

说自己的名字有那个年代的

印记。

聊天地点是在河南郑州

新郑机场，郭师傅来接去深

圳开会返回的高社干，也就

是《科学家的司机》一文中的

科学家，河南科技大学医学

院院长兼河南科技大学第一

附属医院副院长。

11 月初，这篇《科学家

的司机》刷屏朋友圈，里面讲

述了一位司机长期受医学博

士影响而熟知食管癌研究知

识的故事，引起很多人的关

注和兴趣，连带着科学家和

司机都成了网红。

说起这篇文章，郭师傅

说，“搞研究的人就是厉害，我

那天就和他聊了两个小时，他

竟然全记住了，还写出那么好

的一篇文章，真厉害。”

“我挺开心的，觉得高院

长他们十几年坚持做的事能

被这么多人知道。做研究真

的不容易。”

郭师傅眼中很不容易

的科学家高社干，到底是怎

样一个人，他的生活和工作

是怎样的，为何一个司机会

对他的研究如此熟悉⋯⋯

带着疑问，钱江晚报记者走

近了这位网红司机背后的

科学家。

《科学家的司机》一文刷屏，钱报记者赴洛阳对话文中的两位当事人

亲眼瞧一瞧，网红司机背后的科学家

司机与科学家都是有心人
郭师傅在四川当了 5 年兵，1976 年进了医院车队。“医院

几经改名，发展成现在的河南科技大学附属医院，我这么多年

就没换过地方，很多年前医院就有医生去林州调研食管癌高

发的事，高院长来了之后也是一头扎了进去。我经常跟他们

一起去，有时帮着维持秩序，管管后勤什么的。”

“郭队是个有心人，他好问，我也喜欢和他说，因为和别人

聊天有助于理理自己的思路，有时外行人的一句话说不定就

触发了灵感。”高社干习惯叫郭师傅郭队，因为他来医院时郭

师傅是车队队长。“郭队比我们大，我们都很尊重他。他把我

们的研究用他的话表达了出来，我看到文章后，也很欣慰，因

为让普通老百姓弄明白你在干什么是很有意义的。”钱江晚报

记者到河南前联系上高社干，他这样说。

当记者把高社干的评价转述给郭师傅时，他连连摆起了

手，“我就是好奇多问问，高院长才是有心人。他能把他听到

的或看到的很多事都与他的研究联系在一起。就说文章所提

到的那个 PG 菌（牙龈卟啉单胞菌）吧，我听他聊过，那是几年

前他去美国参加一个学术会，有一个研究口腔的人提到这个

菌，高院长当时就想到这会不会和食管癌有关系？他回国后

就开始研究，你说这不叫有心人叫什么？”

“还有，他们去农村调研，都是半天取样本半天做义诊，

给村民带去方便，而不仅仅只顾自己的科研。不管是大教

授还是名医生，吃饭什么的就在村里支个锅，吃大锅饭。为

了等外地打工的人回来，他们都趁年底和正月里去，真是不

容易。”

“这个写文章的专家也是有心人，写得真好，这个文章最

后的数字就是指多少人看过吗？”

“是的，10万+了。”

“真好，高院长他们做的事应该让更多人知道。”

晚上的时间才是自己的
傍晚六点，高院长他们的飞机落地。

个头不高，一说话嘴角、眉眼处就散发出笑意，这是钱江

晚报记者对高社干的第一印象。

红蓝相间的格子衬衣外面一件藏青色西装，“去参加了中

国抗癌协会肿瘤光动力专委会青年委员会暨专业组成立大

会，我推荐了我们医院的一个年轻医生，做科研依靠的是团队

力量，得多给年轻人创造机会。”其实，在搞食管癌研究的队伍

中，出生于1968年的高社干也属于比较年轻的。

高社干说话家乡味还是很浓的，他说自己从上学到工作

就没离开过河南。

高社干说，自己平时常要出差，“人不能把自己封闭起来，

做科研，也要走出去，得知道同行在研究什么。”

第一次和高社干联系时，他说晚上 10 点到凌晨 2 点，他

都在的，可以打电话。话题就先聊了他的这个作息。

“我白天的事挺多，有医院的，有学校的，很难静下来，

而只有深夜是属于我自己的。人静下心来才能做事情，另

外还有一个原因，与美国的时差，我可以在晚上和那边的专

家连线探讨一些问题。”高社干说，虽然晚上工作到很晚，但

早上一般 7 点多起床，中午休息一个小时，这样一天的精力

就保证了。

高社干晚上都是在医院的办公室工作，“在家里不行，会

影响家人，我现在也意识到父亲角色的重要性，所以中午我都

会回家吃饭，可以和小女儿见个面，聊聊。”高社干有一儿一

女，儿子已经大学毕业，他说自己以前忙工作忽视了陪儿子。

高社干的家离他医院只有 5 分钟的步行路程，“住得近，不耽

误时间。”

从事食管癌研究这些年，高社干已经记不清自己和研究

团队因为调研，往返洛阳和林州之间有多少趟了。

他说，“我觉得，到村里去，到老百姓中间去，才是真正做

研究，我想，研究从来不是只在实验室里看数据。”

照顾病人情绪，要求病情用英文写
晚上8点多，我们一行顺利到达洛阳。

“欢迎来到洛阳，咱们先去喝碗羊肉汤，然后我再回趟医

院办公室。”高社干在自己的碗里加了一大勺辣椒。

高社干的办公室在医院肿瘤内科住院区 15 楼的走廊尽

头，“我的办公室很乱。”开门前，高社干笑着说。

据了解，这住院区是由一间酒店改造的，每个房间都不

大。

办公室内的确很拥挤，靠墙处堆放了很多资料，紧挨着窗

户放了张单人床，中间一张大点的办公桌，边上还有张很小

的。每个桌上摆了台电脑，高社干介绍一台是医院，连接病例

的，一台是他个人的。

此时已近9点，很多病人休息了，高社干带着钱报记者稍

微转了下。记者注意到病人床头的病历卡上，有一栏都是写

的英语，有一病人的是“myeloma”（骨髓瘤）。

当晚值班护士宋佳说，“这是我们高院长规定的，关于病

情要用英文写，这是为了照顾病人和亲友的情绪，他们不用直

接面对一些敏感的字眼。”

据介绍，从 2010 年起，高社干就要求在肿瘤内科的几个

病区，医护人员查房交接班时，必须用英语交流。“我有多方面

的考虑，主要是为了带出一个好团队，我们既做临床医生又做

研究，病房内是很重要的一个授课场景，那就无法回避病人的

一些情况介绍，可是‘肿瘤’‘病变’‘复发’‘转移’等词汇对患

者来说太过刺激和不尊重，会增加他们的心理负担。再者，做

研究掌握英文是必须的，所以我就做了这要求。”据介绍，当时

为了学习专业词汇，科室用了三个月的时间，每天早上每个人

轮流领读背诵，慢慢就都掌握了。

“大家一起背单词，倒是也挺有趣的。”医生孔国强说。

科研和生活不是割裂的
在带领团队上，高社干也想了很多招。除了学英语，每

周一晚上是他们的学术沙龙时间，在医院一楼一个简易会

议室，要求每个人汇报这一周来自己所负责那一块的进展，

如果他出差，就推后一天。“科研是要一步一个脚印做出来

的，我们团队目前有 100 多个人，目前取得不少成绩，大家

也都越干越有劲。”

“我的导师啊，一工作起来就很兴奋，你看，聊起我们团

队，整个人散发出的那种激情，我们怎么好落后啊。”高社干的

研究生，现在肿瘤内科做医生的贾瑞诺，正好当晚值班，笑着

和记者说。

采访中，高社干提到，他一直记着中国工程院院士詹启民

说过的话：食管癌是中国人的疾病(数据显示，全世界目前每

年食管癌患者约 57 万人，中国就达到 25.8 万人)，中国人的病

就要中国人来研究。“科研和生活不是割裂的，科研就在我们

生活中，做群众需要的科研才是真正的科研。我就是一个普

通的科研者，只是在做自己感兴趣的工作而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