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工程院院士、温州医科大学校长李校堃入选2024年“全国最美教师”

最喜欢别人喊他“李老师”
本报记者 姜晓蓉 纪驭亚 通讯员 高 拓

李校堃
中国工程院院士，温州医科大学校长。他积极探索生长因子之

谜，在国际上率先攻克FGF成药技术，使我国生长因子研发走在世界
前列；他是学生成长的引路人，培养了杰出青年、长江学者等一批生物
制药领域的高层次人才。

名人名家名人名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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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名人或名家是一个独特的群体。他们在各自领域深耕，成长为各行各业的佼佼者，凭借卓越建树和精神力量“出圈”，为推动社会进步贡献着特殊力量。在他们耀眼
的光环背后，有着怎样的精彩故事？本报今起推出《名人名家》系列人物报道，敬请垂注。

李校堃，已是花甲之年。
这位温州医科大学校长的身上，贴满各式各样的标签，吸

引着外界的大量关注。
他常常有惊人之举。20年前，被邀数次之后从广州知名

高校来到温州地方院校，让许多同行大跌眼镜。2019年当选
中国工程院院士，两年后忽发脑溢血陷入昏迷。没想到，他又
奇迹般重返岗位，而后又带领团队拿下颇具含金量的国家自
然科学二等奖。

有人说他是“传奇人物”，也有人说他是“科学大家”，但李
校堃最喜欢别人喊他“李老师”。

这是他最初的人生理想，也是支撑他一路攀登高峰的源
动力。

这个教师节，两鬓泛白的李校堃以“老师”的身份，走进众
人的视野——

在第 40 个教师节到来之际，中宣部、教育部联合发布了
2024年“全国最美教师”，李校堃名列其中。

“其实这些年我就做了两件事，教书育人、潜心科研。”
他说。

“我是一名大学老师，首先要做的是教书。”李校堃说。
每学期开学前，学校教务处和药学院的老师们都想着，校

长的课，怎么排合适？3年前一次突发脑溢血，李校堃至今尚
未完全恢复，走路时步子缓慢。

“这几年校长身体不好，每天要处理的事千头万绪，大家
很担心他的体力，但是李校长还是坚持要给学生上课。”负责
教学管理的药学院副院长卫涛说。

有老师劝他适当减少课时，李校堃再三强调：“再忙我都
是老师，不给学生上课还有什么意义？”除了研究生，他还要给
本科生上课。

李校长开课，200 多人的报告厅坐得满满当当，每节课
40 分钟，他常常一讲就是两节课。老师们在一旁揪心，担心
他身体撑不住。讲台上的李校堃却乐在其中，讲完课后继续
耐心解答学生问题，他特地和助教老师强调，不能限制学生提
问的数量。

学校每年的第一封录取通知书，无论远近，李校堃都会亲
自当“邮递员”。“我是迫不及待地想见到新生吧。”校长笑着说。

胡锐是其中一个幸运的学生。想起两年前校长去他家送
通知书的场景，他仍有些激动。李校堃将自己编写的关于生
长因子的英文专著送给了胡锐，并勉励他“学海无涯”。告别
时，李校堃说：“咱俩加个微信吧，以后学习生活有困难，可以
联系我。”

入学后没多久，胡锐得知学校要承办青年科学家峰会，其
中一场众多科学家参与的论坛吸引着他。“机会这么难得，可
以去参加吗？名额有限，怎么办？”他鼓起勇气给校长发了一
条微信。没想到，校长马上回复了他。当胡锐坐在会场，听着
来自世界各地的青年科学家讲述他们的故事，他觉得，自己的
科学家梦想，似乎并没有那么遥远。

在校园里，李校堃常常驻足跟学生聊天。“老家在哪？最
近学习怎么样？食堂饭菜合胃口吗？”问的都是小事，却让他
对年轻人的世界更加熟悉。

今年的毕业典礼，让李校堃在社交媒体上“走红”了。
合照环节，有学生忽然向李校堃比划起创意姿势，李校堃

微微一愣，马上笑着开始模仿，台下同学们顿时发出了巨大的
欢呼声并热烈鼓掌。毕业典礼进行了近两个小时，李校堃全
程站着，和毕业生一一合影。

“那天确实是累了，但值得。”说起这些瞬间，他眼中满是温情。
李校堃还喜欢上思政课。在他看来，思政课是引导学生

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的核心课程。只要有邀请，李校堃总能
挤出时间，给青年学生们讲党史、讲家国情怀、讲科学家精神。

李校堃甚至还去给中小学生讲思政课。“给孩子播下爱国
和科学的种子，未来会发芽的。”

在自己的专业里，李校堃是公认的权威。他在药学专业
耕耘多年，是国家一流专业药学和生物制药、国家精品资源共
享课《生物技术制药》负责人，教育部药学类专业教指委生物
制药专业教学指导分委员会主任委员。

在这样的专业水准和平台上，他也在思考，如何惠及更多学生。
最近，李校堃心里一直牵挂着一套关于生物制药的新教

材。“哪些环节还有问题？快开学了，要盯紧进度。”他每天都
要过问数遍。

生物医药作为新兴学科，国内高校并没有相关教材。早
年间，不少高校用的或是《药学概论》，或是自编讲义，缺乏专
业性和系统性。

“国内高校必须有专业的教材，不仅反映生物医药国际前
沿，也要讲生物医药中国经验。”李校堃说，要借助这套教材培养
具有创新思维的生物制药人才，引领全国生物制药专业发展。

于是，一场教材编写活动开始了。2023 年，由李校堃牵
头，和武汉大学、华中科技大学、吉林大学等高校专家合作，对
全国生物制药专业办学情况进行了详细摸底，建立了创新药
为核心的课程体系。

去年年底，李校堃团队牵头组建的生物制药专业核心
教材建设团队，入选战略性新兴领域“十四五”高等

教育教材体系建设团队名单。这套新教材，
将填补国内高校生物医药相关课程

建设领域的空白。

标签一 李老师标签一 李老师

夜幕中，温医大校园西北角的实验室
大楼，总是灯火通明。南楼 10 楼就是“李
校堃院士实验室”，这里见证着生长因子研
究的全过程。

“人受伤后为什么皮肤会自行愈合？”
“为什么蜥蜴断尾能长出一条尾巴，而不是
两条？”李校堃团队的答案是：一种神奇的
细胞因子——成纤维细胞生长因子，它能
治疗溃疡和加速损伤组织再生，让损伤的
皮肤得以较完美修复。说得通俗一些，这
项研究的目的是，让伤口“好得快”。

20 多年前，国内外几乎没人做这方面
的研究。当李校堃把研究方向瞄准这个领
域时，并不被看好。有人泼冷水，说这个科
研领域不是热点，很难出成果。

李校堃被引进到温州医学院（后更名
为“温州医科大学”）时，温州医学院的眼视
光也是眼科里一个不被重视的研究领域，
但学校的眼视光团队仍然取得了不错的
进展。

李校堃觉得，研究领域无关大小，最重
要的是对人类、对国家是否有用。“我下定
决心要用毕生精力研究生长因子，因为‘人
一辈子只能干一两件事儿，可能也就能干
一件事’。”这是李校堃的韧性。

认准的事，就全力以赴。
他带着团队夜以继日地研究。有时为

了做一个关键性的实验或者等待一个关键
的数据，他们在实验室席地而睡；有时为了
一个议题、一个好的想法，团队成员探讨至
凌晨。

终于，他带领的团队攻克了生长因子
成药难题，研发出国际上首个成纤维细胞
生长因子药物，全面提高了创面愈合质量。

2019 年，李校堃当选中国工程院院
士。1964 年出生的他，被视作院士中的

“后浪”。不料，2021年3月，李校堃突发脑
溢血被送进了医院抢救室。

醒来后他的第一句话是：“快
给我抽血，可以当作科研样本

分析⋯⋯”在他患病不同阶段抽取的全周
期血液，可以用作进一步深化“生长因子”
在脑部疾病及神经康复方面的研究。

参加青科会、入驻“瓯越院士之家”、签
约“浙南美谷”、为中国基因药谷揭牌⋯⋯这
几年，李校堃依旧活跃在生物医药的前沿。

“不能在‘象牙塔’内闭门造车，不能把
奖项锁在抽屉里。”李校堃经常说，必须勇
于挑起担子，把技术成果转变为产业价值，
让研究真正服务国家、回报人民。

李校堃发起公益项目“肤生工程”，为
深受创面问题困扰的人群提供慈善救助服
务，先后在青海玉树、西藏那曲、福建福鼎、
陕西富平以及温州文成、泰顺等地建立了
60 余个创面修复救助点，带领专家医疗队
奔赴全国各地开展义诊活动。

虽然身体不好，但李校堃坚持到义诊
一线。有些救助点偏远，下飞机后换乘汽
车，路上要花费10多个小时。

一到救助点，李校堃顾不上休息，立马
开展义诊慈善活动，指导临床医生用药。

“不少老人的伤口在腿部，为了看清楚伤
口，校长习惯蹲下去，颤颤巍巍的，有时候
自己也需要人扶一把。”研究生厉丁玮跟着
李校堃参加了不少慈善活动，这些细节让
他动容。

这些年，李校堃所牵头的生长因子研
究项目屡屡斩获大奖，国家技术发明奖二
等奖、国家科技进步奖二等奖、国家自然科
学二等奖⋯⋯

每次提到这些，李校堃总是谦虚地说
“还有很多事要做”。

标签二 李院士

“来，我们加一下微信。”“来温州，我们一
起干！”在青年科学家峰会，在生物医药学术
论坛，这些诚挚的邀请，成了李校堃的口
头禅。

时针回拨到2004年，李校堃接到一个重
要的邀请。邀请李校堃的，正是温州医学院
院长瞿佳。

在那之前，李校堃对温州并不了解。和
大多数人一样，他只知道温州人做生意很厉
害。“我一个做研究的，去温州做什么？”那时，
李校堃是暨南大学教育部基因组药物工程研
究中心主任、特聘教授，而温州医科大学药学
院成立才两三年。

直到今天，瞿佳四下广州邀请李校堃，仍然
是一段佳话。为了表达诚意，李校堃人还没到，
温州医学院就投了2000多万元建设实验室。

李校堃来到这个陌生的城市，开始他的
追梦之路。和李校堃一起来的，还有一批优
秀的年轻科研人才。

“李老师在学业上给了很多帮助，生活上
也很关心我，我愿意跟着他到温州，一起做点
事。”黄志锋是当年追随李校堃来到温医大的
学生之一。2005年，作为暨南大学唯一一名
获得提前毕业资格的硕士研究生，黄志锋在
广州找一份不错的工作并不难，但他的决定
让所有人意外。

现在回想起来，那更像团队记忆中的“光
辉岁月”，大家披荆斩棘，踌躇满志。

从早上 8 时工作到次日凌晨 2 时，是团
队的常态，学校周边的夜宵店老板，几乎都认
识这群“夜猫子”。新校区宿舍没建好，来回
跑不方便，他们就在学校附近租了幢农民房，
团队10多个人都住在这里，有时灵感突然来
了，一场热烈的讨论马上开始。

20 年过去，李校堃的团队从最初 10 余
人发展到目前100多人。不少成员已成长为
国家杰出青年、优秀青年等各类人才。

李校堃说，科学家的学术突破大都是在
青年时期产生的，要重视对年轻人的培养，要
为年轻人的成长提供良好的“土壤”。

“大家都知道，一些重大实验，让有经验
的骨干成员去做，效率高也节约成本，但这样
不行。”李校堃说，要把年轻人推到第一线。

陈高帜是 1988 年出生的团队成员。博
士毕业后，他面临一道选择题——一个是从
现成研究课题里挑一个，前景相对可以预期；
另一个是接手温医大和美国纽约大学联合进
行的FGF23课题，困难重重。

“有机会，就要去金字塔顶端看一看风
景，做更有意义的研究。”李校堃的一句话，让
陈高帜毅然选择了后者。

但两年多时间里几乎没有进展。在那段
日子里，“李校长常常鼓励我，一次成功背后
可能是上百上千次的失败。”陈高帜说。终
于，2018 年，陈高帜的论文发表在国际顶级
学术期刊《自然》上，结束了成纤维细胞生长
因子信号启动机制研究领域30年的争论，被
视作里程碑式的发现。

“我们团队的核心成员，一个都没有走！”
李校堃时常自豪地说。

细数团队的骨干力量，这些年来虽然都
曾离开团队外出深造，但他们最终又都选择
回到温医大，回到李校堃的团队。

聚是一团火，散是满天星。这个团队就
像一个温暖的“大家庭”，李校堃更像一位“大
家长”。

团队有着活泼的另一面。梁广最爱跳
舞，黄志锋是“校园歌王”，林绍强是“温医帕
瓦罗蒂”⋯⋯工作之余，他们自编自导自演，
融入科学家精神，创作了话剧《瓯江弄潮儿》，
不仅在温州医学院赢得喝彩，还去过长春等
地高校巡演。

李校堃笑着说，人才光靠留是留不住的，
最重要的是拴住他们的心。

这又是一个很拼的团队，在攀登科研高
峰的途中，所有人都全力以赴。这样的干劲
很大一部分来自“团长”李校堃，他的拼，大家
都看在眼里。

打开李校堃的行程表，安排得满满当
当。“以往只睡4小时，近年由于身体原因，大
家都监督我，现在我一般只工作到晚上 11
时。”他笑着说。

经常有人会问李校堃，如今也算功成名
就，为何还这么拼？

李校堃说，从病床上醒来的那一刻，我原
本以为余生将在轮椅上度过。但现在，我还
能站在讲台上，走进实验室，对我来说，已经
是下辈子的梦了，有什么理由不争分夺秒？

李校堃最爱读的一篇文章是《白杨礼赞》。
从小在陕西富平长大的
他，见证了白杨树的坚强
与不屈。“那是力争上游
的一种树，笔直的干，笔
直的枝！”他大声地念
着。这一刻，他仿佛化成
了一株挺拔的白杨。

标签三 李校长

李校堃带领团队做实验。 温医大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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