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黄荷凤院士在2023衢州市女性成长分享会上的分享摘录

我将唯一的院士工作站建在衢州
因为我的成长从这里开始

上个月，浙江省首个“礼物婴儿”成功当上了妈妈，这是全省首例辅助生殖的婴儿子代，具有标志性的里程碑意义。

28年前，就是她创造出全省首个“礼物婴儿”。她就是新生命的缔造和守护者——中国科学院院士、英国皇家妇产科学院荣誉院士、复旦大学生殖与发育

研究院院长黄荷凤。

在3月6日的2023衢州市女性成长分享会上，黄荷凤院士讲述了科创逐梦与女性成长的故事。现场观众不仅被她的科研成就折服，更让大家有意外收获和感悟

的，是黄院士在常山生活成长的故事，充满了魅力和人生智慧。她用风趣幽默的语言娓娓道来，让人意犹未尽。本报将黄院士这段分享做了整理，以飨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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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高兴，我又回家了！看到衢州
面貌巨变，得知衢州经济不断腾飞，让
我非常激动。刚才的沙画视频，是衢州
人民给我最高的礼遇。我一定要把衢
州市人民医院唯一的一个院士工作站
做好，让衢州市第一个试管婴儿争取在
今年或者明年年初出生，作为献给衢州
市人民的礼物！

衢州市人民医院唯一的生殖医学
中心经全国专家评审通过，这是衢州人
民的大喜事。这个机构将会对人口发
展提供非常多的技术支撑，我会在这里
尽自己的力量。

我是一名妇产科医生，今天来和大
家分享我的成长之路。每个人的成长，
不仅是对个人，对家庭、单位、社会，都
是财富。每一个人不论是成绩还是经
验教训，都值得分享。

从 6岁到 1977年读大学前，我一直
跟着父母在常山生活、学习。1976年，
我还在常山县湖东公社插队落户。所
以，当有人问我，你是哪里人时，我就回
答：我是常山人（常山话）！

我的成长是从常山开始的，我的世
界观的形成也是在这里。我的幼年、小
学、初中、高中，一直到我插队落户都是
在常山，常山就是我的家乡。

目前每个院士只能有一个工作
站，我将我唯一的一个院士工作站建
在了衢州。

说到成长，让我想起点点滴滴的小
事。我想说说工分表格的故事。我插
队的时候，力气比较小，大家就把记工
分的事交给我来做。

材料交给我的时候有些乱，我就想
可以制个表格，记起来一目了然也方便
简单。为什么举这个例子？有些人看
上去很忙，做事没有章法，有些人就可
以用他学习到的本领，将工作简单化。
一个人的学习，不一定都在学校学，不
一定都要读研究生、读博士生，其实就
看你怎么学以致用。

我在农村生活时，力气不够大，割
稻很慢，经常挨人家“打”。因为稻子不
够，在后面干活的人就经常会打到我腿
上。但我插秧很快，插秧不用力气，可
用巧劲。行间距要摆整齐，我刚开始用
手拃间距，秧插得又快又整齐。后来我
去翻了书，我手一拃正好 14厘米到 15
厘米，而且是最标准的插秧方法。我插
秧用了最科学的方法，比有经验的农民
还插得快。每次都是我先插好秧，坐在
田埂上等他们。

还有一个蚂蟥的故事。插秧的时
候，我腿上有二三十条蚂蟥叮着。吓得
我大叫，大家赶来帮忙赶蚂蟥。蚂蟥被
赶走后，我腿上血流不止。我站在小溪
里，水不停地流过被蚂蟥叮咬过的小
腿，血就止住了。我就在想，蚂蟥叮在
我腿上，一定有什么东西留在我腿上，
使我不停地流血，我站在清水里，应该
会冲淡。我学医后才知道，蚂蟥体内是
有蚂蟥素的，是蚂蟥素让我的血液不凝
固。我站在水中，正是将蚂蟥素冲掉
了，血才凝固。虽然当时我不知道蚂蟥
素，但想着被叮咬后，腿部留下了什么
东西。学会自救，对于一个人来说也是
非常重要的。

我说的这些都是接地气的小事。还
有一次，我去田里喷农药，发现有几位农
户在呕吐。应该是逆风喷农药，喷到自
己身上了。我就让农户一人给一块田喷
农药，顺着风喷，他们便再没中过毒。

后来，公社又组织集中造田。因为

把所有的知识青年集中到一起，我很高
兴。我还成了广播员，每天做的事就是
采访好人好事，然后再用广播说出来。
广播布线要自己动手。我是跑到最远
的地方开始布线，这样我可以“偷懒”。
如果从近的地方开始，要走到最远的地
方，线有得多还要扛回来。

刚插队时我就有个小小的目标——
要考大学。那时就非常努力地劳动，想
被推荐。

1977年，突然之间要高考了。听
到广播里恢复高考的消息时，我正在
刷牙，因为激动牙杯都掉了。那时不
像现在，可以用手机反复看。我怕自
己听错，便又赶去母校常山第一中学，
问恢复高考是真是假。确认是真的，
但离高考只有一个月了。我从床底把
书找出来，开始复习。那时，我还做着
代课老师，时间很有限。每次从湖东
走回家的路上，就一直在背书。在背
着化学，别人和我打招呼，我根本听不
到。大家都说这个知识青年傻掉了。
你要做事情，就要用一心一意的态度
去做。

刚才我到巾帼消费季摊位上逛了
逛，有很多自己创业的女性在摆摊。做
大自己的事业，要有聪明才智还要有毅
力。我非常佩服自主创业的女性，她们
才是我学习的榜样。

我还记得，1977年高考的作文题是
《路》。我们上山下乡的路，真是越走越
窄，从马路走到乡村道路，再到田埂
上。但我的心却越走越广，因为看到了
广阔的天地。

我亲身体验了农民的生活，真正了
解了社会，对我后来在那么多单位从事
管理、研究等工作都非常有用。我当过
老师，了解当时基础教育的状况，我知
道教育应该怎么做。“苦其心志，劳其筋
骨”对每个人的成长都是有益的。我下
乡的时候只有十多岁，你们培养孩子应
该怎么做，用什么样的方式，可以思考。

我有块自留地，种了水稻。当时我
的工分自己都吃不饱，但我用这块自留
地种出了米，这些米够我父母吃一年。
我把大米带回了家，给了父母。我能养
活他们，我感觉很幸福。一个人的成
长，就是了解社会、了解教育、能够吃得
起苦，同时有孝心，这是每个人特别是
女性应该具备的品质。

一个人独立的学习、独立的精神是
非常重要的。

我考上的浙江医科大学，现在已经
合并到浙江大学了。当年上大学时，我
是一个人去的。我原以为父亲会送我
去学校，父亲却只亲手给我绘制了一张
地图。父亲让我按这张地图走，到哪里
下火车，如何转车，怎么去浙江医科大
学。我就拿着这张地图找到了学校。
这张地图我一直珍藏着，也一直珍藏在
心里。我父亲其实是想教会我一种独
立的精神。一个学者一定要会独立学
习、独立思考，有独立的精神。

当时，我发现我们班很多同学都是
爸爸妈妈送来的。我并不羡慕，而是好
开心，还是我厉害，我自己一个人到学
校。一直到现在，我也是靠着这种精
神，把自己支撑起来了，把我所在的几
个医院也支撑起来了，把我整个团队研
究生都带出来了。

记者 周芸 整理 黄紫依 单一迪 摄

衢州市十佳巾帼新农人

衢州市十佳工业女杰

衢州市十佳巾帼创客

2022 年度全国三八红旗手、全国三
八红旗集体

2022 年度全国最美家庭、第十三届
全国五好家庭

2022年度全国巾帼文明岗、全国巾帼
建功先进集体、全国巾帼建功标兵

衢州市女性榜样人物

用尽全力去做事

一张地图教会了我独立

生活处处是学问

中国科学院院士、英国皇家妇产科
学院荣誉院士、复旦大学生殖与发育研
究院院长黄荷凤。

28年前，浙江省首例试管婴儿诞生
在黄荷凤的手中，她给很多家庭点燃了
希望之火，她是人世间的“送子观音”。

黄荷凤创建了浙江省第一个生殖
医学中心，创建了第一个妇产专科医院
生殖遗传科，诞生了浙江省第一例试管
婴儿，创建了中国首个系统化遗传病防
控体系和规模化临床平台。

她在辅助生殖安全性研究基础上，
将疾病的起源研究前移至配子/胚胎阶
段，为源头控慢病提供了科学依据，并
实现临床转化。开创了基于孕前―植
入前―产前的遗传病诊断技术体系，为
全链条的遗传性出生缺陷临床防控提
供重要的技术支撑。

她抱着“拯救一个孩子就是拯救一
个家庭，让更多家庭拥有健康的宝宝”
的信念，默默耕耘30年，从精子卵子的
源头阻断遗传性出生缺陷，让天下父母
不再因基因遗传病而绝望。

人物名片

在2023衢州市女性成长分享会上，还
进行了“全国三八红旗手（集体）”“全国巾
帼建功标兵”“全国最美家庭”“衢州市三
十佳优秀创业女性”等荣誉颁授。黄荷凤
被授予衢州市女性榜样人物。

新闻链接

2023衢州市女性成长分享会现场

2020年，黄荷凤院士在《执牛耳者》
访谈节目中向观众展示40年前父亲为
她绘制的一张地图（来源于网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