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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88岁高龄的张本中先生收到了
安徽省科普作家协会寄来的2019年度优
秀科普作品奖三等奖的获奖证书，这也是
业界对他编著的《邮票上的药用植物》一书
的充分肯定。张本中是我市一名退休医
生，一直从事医学事业。1984年他曾荣获

“江苏省劳动模范”称号，1991年张老喜欢
上了集邮，集邮成了他的业余爱好。几十
年来，他的集邮成绩硕果累累。最令人称
道的是，他用了数十年的时间，收集了6大
洲73个国家和地区的相关邮品，选择541
枚有药用价值的植物邮票，用中英文标注，
彩色印刷，出了《邮票上的药用植物》一书，
该书称得上是一本植物医学科普书籍。

2019年10月14日，《邮票上的药用植
物》一书首发，我有幸参加了首发座谈会。
在会场，我粗略地翻看了这本书。给我的
第一感觉是版面设计精美，邮票原图清晰
漂亮，中英标注的文字，内容很丰富。我被
书中的内容深深吸引，敬佩之心油然而
生。回到家里，我细细研读了这本书，在了
解了很多的医学知识后，我便更想了解作
者写书背后的故事。于是，我约请了市邮
协副秘书长夏春节同志陪我一起去张老家
里拜访。

走进张老家，张老热情地接待了我
们。在他家的客厅里，我见他右手不停地
颤抖着，原来他患帕金森综合征8年了。

这就更让我惊讶了，我问张老：“您患帕金
森综合征，这本书是怎么写出来的呢？”他
说他的右手不停地抖动，握笔都很困难，写
出来的字不成形，在数分钟之内他自己还
能够认识，但过了5分钟后就不知道写的
是什么字了，这就需要他的女儿及时地帮
着打印出来，否则就不知道写的是什么内
容了，张老就这样一直坚持着，一点一点完
成了他的著作。

我问张老：“您的资料又是怎么获得的
呢？”他说多渠道收集资料，从邮刊杂志、
《中国集邮报》《集邮报》上了解剪集，有的
从网上购买，有的从邮商那里邮购获得。

“您又是如何整理的呢？”他说，他把收
集来的邮票贴在作废掉的处方和病历上
面，分类摆放，再拿到店里去复印留存。

“翻译工作您又是怎么做到的呢？”张
老告诉我说，对每枚邮票的药用价值分别
查阅了有关国家的百科全书、中英文词
典、拉丁文词典、药用价值的书籍等。一
个字母一个字母去查，内容要准确无误，
每一个外语字母都不能错。大量的外文
专有名词，都是他一丝不苟地从书本中查
出来的。他说常常躺在床上想翻译，想到
失眠。

张老把那些用于翻译的书籍拿到我们
面前时，我们真是惊呆了。那些书被翻得
破烂不堪，书的装帧都已经分离，这要翻多

少遍才会变成这样啊？有些书籍本地买不
到，他就托人到北京和国外买回来。排版
校对更是严谨，一遍又一遍地校对，力求准
确无误。

研究的过程更是认真。张老1956年
从医科大学毕业，英语和拉丁文的水平都
很高。他要求英文、拉丁文、汉语名称与邮
票上一致。为了便于读者查找，药植的科
别按汉语笔画的多少排列，药植的属性与
种别按其拉丁文名称顺序排列，以避免药
物异地分离。对药植的功能更是一丝不
苟，逐一查找核对。这让我感慨万千，敬佩
不已！

《邮票上的药用植物》这本书的字里行
间倾注了张老大量心血，同时也展示了他
的聪明才智。从收集、整理、分类、拍照排
版、研究等一系列的工作来看，张老对药用
功能和邮品研究得是那么的透彻，中英文
排版是那么的精致。通过《邮票上的药用
植物》一书，他把邮品、医学和艺术完美地
结合在了一起。

这本书的编辑出版，充分体现了张老
对人生目标追求的态度。抗美援朝时他积
极从军，当上了一名军医。农村缺医少药
时他去农村，为农民服务，在横泾卫生院一
干就是十多年，是人民群众信得过的好院
长、好医生。后因工作需要，被调职到市人
民医院工作。退休后他仍然发挥聪明才

智，把医学知识运用到集邮上来，做到老有
所乐，老有所为。他的每一天都不虚度，人
生的每一个阶段都过得很精彩！

张老对待科学的态度执着严谨，孜孜
以求，对待工作一丝不苟的精神值得学
习。一位身患帕金森综合征88岁的老人，
数十年来，每天在密密麻麻的外文书籍里
查阅资料，静下心来一个字母一个字母地
去研究，一枚一枚邮票地去收集，一遍又一
遍地去校对，用他那颤抖的手写下集邮医
学科普书籍，用渊博的知识、爱心，默默奉
献传播医学和集邮文化知识，他的精神难
能可贵！

这次拜访让我受益匪浅，张老的精神
深深地触动着我的心弦，他那严谨的学风
和作风令我敬佩。张老的精神启示着我
们，成功属于执着努力的追求者。我们在
人生的旅途中不能虚度年华，要不断地努
力进取。

最后，张老还捐赠了5本《邮票上的药
用植物》书籍，交由中国集邮家博物馆收
藏，并与我们合影留念。

《邮票上的药用植物》背后的故事
□ 潘秀珍

1月4日，我邀请了市科技局农村科的
两位同事一起调研渠南村白玉蜗牛养殖产
业。渠南村位于城南经济新区的最东边，
京沪高速穿村而过，333省道贯穿东西，交
通十分便利。村部在2020年经过提档升
级，更是干净整洁便民。

在村部向南300米处的养殖大棚外，
我们见到了健龙蜗牛养殖科技有限公司总
经理、渠南蜗牛养殖合作社理事长刘广
领。刘广领给人的印象是朴实、健谈。在
刘广领的带领下，我们对蜗牛养殖大棚进

行了实地查看，初步了解了蜗牛病虫防治、
种牛培育、产品深加工以及合作社养殖机
制、运行模式等。

入冬后，所有蜗牛就从室外搬入到大
棚内养殖，大棚中空调、加湿器不停地开
着，几个工人穿梭其间，给蜗牛喷水、喂食、
清理粪便。只见木盒内一只只鸡蛋般大
小，通体雪白的蜗牛正吃着南瓜、菜叶。白
玉蜗牛繁殖能力很强，经过四个月左右的
养殖培育，便可上市售卖，亩产量可达10
吨，亩产效益达7至8万元。蜗牛浑身是
宝，它的壳可以做成饲料，肉可以食用，提
取的蜗牛液可以用于制作美容护肤产品，
具有很高的经济价值。目前，刘广领在渠
南村共流转土地50亩，购进蜗牛种牛2万

只，在养殖的第一年就盈利100多万元，赚
到了创业路上的第一桶金。

整个调研下来，我十分钦佩刘广领的
魄力和梦想。他不光有一套成熟的创业计
划，同时还积极带动周边农民创业致富，这
种致富不忘乡亲的反哺情怀与我们第一书
记倡导的为民情怀一脉相承，也是我做好
第一书记的行动指南。我想，作为第一书
记，要加快机关干部到村干部的角色转变，
积极融入村集体当中，以一名“渠南人”身
份投入到驻村工作，切切实实为渠南村带
班子、谋发展、做实事，多渠道带动村民增
收致富，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提供人力智
力支持。

接下来的工作，我将利用科技局的人

才政策优势，帮助渠南村白玉蜗牛养殖产
业化，利用“智汇高邮”平台，对接相关高
校院所，引进专业技术人才，为蜗牛合作
社和养殖户提供定期指导，以“公司+基
地+农户+研发”的模式，在白玉蜗牛的深
加工上做文章；并在企业发展到一定体量
和规模后，促进产学研合作，打造生态农
业实践基地，使之成为高邮生态农业发展
的新方向。

“我要一步一步往上爬，等待阳光静静
看着它的脸，小小的天有大大的梦想，重重
的壳裹着轻轻的仰望”，耳边回响起《蜗牛》
这首歌。新的一年里，我将与渠南村“两
委”一班人共同努力、共同奋斗、脚踏实地，
为建设“四个高邮”贡献力量！

小蜗牛 大梦想
市科技局副局长、城南新区渠南村第一书记 张雪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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