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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泰与施耐德的侵权纠纷，律师界关

注的是此案的天价赔偿额，实际上，该案

的成功还体现在双方不仅在全球多个国

家的20多项专利诉讼全部终止，而且共同

遵守十年互不起诉的约定，为正泰抢占国

内外市场赢得了宝贵的时间和稳定的环境

条件。通过该案也使我国企业界感到：一

个专利的价值高低，不在于非得是发明专

利，也不在于所带来的科技进步程度有多

高，而是取决于这个专利在市场中产生的

直接经济效益和间接经济效益，包括能将

被动挨打的受害者转为专利博弈的受益

者。欧洲专利局因此案也改变了对中国实

用新型专利不屑一顾的态度，开始重视和

引入中国的实用新型专利数据库。通过该

案及其国外关联案，欧洲法院和律师也改

变了中国企业都是小偷的偏见，相关审理

变得公正多了。

毕业40年来，清华精神始终伴随我，

鞭策我立身做人，现虽已白发苍苍，但将

继续前行，以实实在在的业绩与德行，来

彰显清华学子的风采和魅力。

2017年1月17日

1977年初，我们这一届清华学生毕业

了。由于当时政治形势的变化，我们这批

毕业生的社会地位陷入了低谷。前途迷

茫，路在何方？

计算机系负责学生工作的罗建北老师

找我谈话，希望我留校工作。接下来的几

年，我在软件教研室一边工作，一边学

习。在此期间，我几次放弃了调入中央部

委工作的机会，目的是想证明：我们也一

样能做好专业技术工作。

1982年8月，我调入中国医学科学院

（协和医科大学），从事医学信息处理研

究工作。1983年4月在西安召开的“卫生

系统电子计算机应用讨论会”，是卫生部

第一次召开的全国性计算机医学应用学术

交流会。当时我上报的研究论文是全国第

一个医学应用数据库管理系统研究报告，

经专家组审定，推荐在大会上宣读并获得

优秀论文奖。中医研究院计算机室主任也

参加了这次大会，会后找到我，希望我能

调到他那里工作。当年，我被中国医学科

学院派往美国培训学习，第二年回国后就

下决心调到中医研究院工作。当时中医研

究院正在中心实验室的基础上筹建基础

自强不息 人生无悔

○彭春龙（1977 计算机）

2016 年，彭春龙学长在西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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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人事关系全部冻结，但领导对我的事

情十分重视，按“特殊专业人才引进”给

上面打了报告。1984年7月，我正式调入

了卫生部中医研究院基础所。

当时，我还是一个32岁的年轻人。由

于“文革”的影响，当时大批老科技工作

者正在努力工作，挽回失去的时间。作为

一个年轻人，按说是很难得到施展才华的

机会，但领导不拘一格给了我机会。在完

成参加“世博会”的中医专家系统软件移

植工作后，我产生了利用人工智能机器学

习技术建立“专家系统自动生成软件”的

想法，并且考虑将其与已经研究成功的医

学应用数据库管理系统结合起来，通过数

据库管理输入的病历，作为智能学习模块

的入口，并管理其输出的结果数据。同

时，我又找到室里医学统计专业研究生毕

业的同事，希望她做一个医学统计软件

包，与上述的两个模块结合起来，形成一

个统一的系统，数据库可以输入、管理统

计的数据及其结果，统计软件又可以为

机器学习提供新的方法。为了编制和调

试软件，我经常在机房里夜以继日地干

活，一干就是两三个月。经过一年多的辛

勤工作，完成了软件的研制。1985年12月

9日，中医研究院科研处组织了鉴定会，

邀请我国数据库技术的泰斗、人民大学信

息系主任萨师煊教授为主任，包括协和医

院、中国科学院、清华大学等单位的专家

教授组成鉴定委员会。经评审，建议申报

卫生部乙级成果。当时值中医研究院建院

30周年，院领导决定让我在全院学术报告

会上报告，在约20名大会报告人中，我是

唯一的年轻人。1986年该成果被评为中医

研究院科技进步二等奖。

我是1973年入党的老党员，又在清华

大学当了几年学生党支部书记，但毕业后

忙于专业教学科研，没有太关心政治活

动。研究所党委书记多次找我谈心，希望

我能更好发挥作用。我所在的党支部是由

几个研究室的党员组成的，大家选我当组

织委员，负责党员的组织发展工作。我们

针对所里的实际情况和问题开展工作，在

短短的几年间，先后发展了十多位老专家

入党，极大地调动了老知识分子的积极

性，为科研工作做出了贡献。

1985年，我被派往香港参加计算机网

络培训，回来后节余1500多元港币，我提

出上交，但领导认为这些钱按规定是我该

得的，就劝我留下。这时发生了东北森林

大火，国家号召全国各地支持灾区人民，

我就把这笔钱捐出去，国家林业部为此发

来了感谢信和捐赠证书。卫生部机关党委

对我给予通报表扬。1986年、1994年和1996

年，我先后三次被推选为卫生部直属单位

优秀党员，中国中医研究院先进工作者。

1987年，我通过了世界卫生组织的英

语考试。当时单位参加考试的有好几百

人，但最终合格的只有两人，我是其中之

一。1989年3月作为访问学者被派往澳大

利亚学习。不久，国内就发生了震惊中外

的“六四事件”。随后发生的事让我颇

为烦恼，有的上街游行，“谴责”中国

政府；还有些人在当地报纸上“声明退

党”；西方许多国家的议会通过决议，

允许已经在国外的中国人申请“永久居

留权”（绿卡），理由是为了“保护人

权”。澳大利亚政府也出台了类似的政

策。对那些一直梦想留在国外的人来说，

这个消息就像是天上掉下来的一块馅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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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我首先是坚持努力做好自己的事

情，承担了学校的一些教学任务，当起了

助教；接着又独立承担了一项应用人工智

能技术的科研任务，1989年底通过澳大利

亚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会组织的专家委员会

鉴定验收，同时获得了下一步的科研工作

经费。眼看一年的期限就要到了，为了留

住我，学校给我申请了研究生入学资格和

资助经费，提高了工作报酬，并答应帮助

我把家人接到澳大利亚。我试着给自己所

在单位中医基础理论研究所领导写了一封

信，说明理由，申请留下来读研究生并完

成手头的科研任务。但所里回信称，按照

国家有关规定，公派出国人员必须回国服

务两年以后，才能再次申请出国。

认识我的人都说我傻，公派出国留下

来读研究生的有的是，没听说过谁主动请

示单位的批准。但我自己却是这样想的：

首先我是共产党员，应该遵守组织纪律；

其次，出国前签了按期回国的协议，我必

须信守诺言。最后也是最主要的理由：当

时是非常时期，一些人上街游行骂中国，

登报声明退党，在国外造成了十分恶劣的

影响。在这种情况下，必须有人站出来，

用实际行动为中国人争这一口气。也许，

这就是人们所说的共产党人的信念和“爱

国主义”情怀吧。

20多年过去了，每当回想往事，听

到、看到那段时间留在国外的许多人“名

利双收”的各种传言，心里总难免有很多

的感慨。如果不是处在那个特殊时间段，

能留在国外继续读书发展，也许能得到更

多的个人利益。但我至今依然认为，当时

自己站出来用自己的实际行动维护了国家

的尊严是正确的，我从来没有后悔。

1990年底回国后，我被破格晋升为副

研究员；1993年担任计算机研究室主任；

1996年被晋升为研究员。1997年，服从院

里安排，担任中国医史文献研究所所长。

该所是中国中医研究院最具传统文化和继

承创新科研特色的单位，享誉海内外，因

为她有一批国内外知名的专家学者。经过

调研，我认为该所的主要矛盾是人际关系

紧张和经费困难，只有树立“领导就是服

务”的理念，踏踏实实做深入细致的思想

工作，营造和谐宽松的科研环境，同时解

决正常的工资和补助发放困难问题，才能

让科研人员安心搞科研，才能多出成果，

出高水平的科研成果。

面对多年来积累的矛盾和困难，我觉

得首先要让职工对你认可，相信你是来真

心给大家办事的，而不是来享受、当官

的。其次，要办事公正，营造和谐宽松环

境，尊重老专家和大多数职工的意见，在

涉及职工利益的重大问题上，做到公开、

公平、公正。最后，发挥集体优势，想办

法解决经费困难，足额发放工资和补贴，

让职工安心搞科研，而不是逼着职工“人

人去搞创收”。在我任所长期间，医史文

献所的科研成果在全院乃至全国同行中名

列前茅，每年院、局科研成果一、二等奖

几乎都被医史文献所获得，还有两项国家

科技进步三等奖。

2002年底，中国医史文献研究所建所

20周年庆祝活动暨中国医史博物馆新馆开

馆仪式隆重举行。当时的卫生部长兼国家

中医药管理局局长、中医研究院历届的老

领导、老专家、国内外著名的医史文献专

家都来参加活动。这时我认为医史文献所

已经走上了发展的正轨，我这个非专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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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来所长，已经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

为了研究所的进一步发展，应该让本专业

的专家当所长。为此，我主动向院党委提

出辞去所长职务。2003年初，院领导终于

接受了我的请求，我走向另一个更需要我

的岗位：到山西五寨县挂职扶贫。

五寨县是位于晋西北的一个国家级贫

困县，国务院指定为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定

点扶贫县。北京到五寨全程约580公里。

为了省钱，我经常“躲开”高速公路，而

专门走山路。这些路很偏僻，有时跑上几

十公里都见不着人和车；许多路段运煤的

大车多，很危险，经常堵车。从2004年到

2009年这5年的时间里，我就这样开着自

己的车，不但往返于北京与五寨之间，而

且还跑到内蒙、陕西、宁夏、甘肃和山西

省内的许多地方，考察药材的种植和采收

技术，洽谈合作项目，引进具有中医药特

色的高技术医疗设备，解决当地农民看病

贵看病难问题；还开展了救助贫困学生的

活动。

2006年，《人民政协报》记者经实地

考察后，刊登了整版报道文章《那地、那

人、那情》，首次报道了我在五寨扶贫

的事迹。2007年校庆前夕，《清华校友通

讯》复56期转载了此文。后来经欧美同学

会推荐，在2007年10月《人民日报》海外

版刊登了《彭春龙印象》一文。2011年，

我被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授予“全国

扶贫开发先进个人”称号。

2009年，我被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党组

任命为中医药信息研究所党委书记，并享

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2011年被评

选为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优秀党务工作者，

2012年被评选为优秀局级干部。2013年退

出领导岗位后，协助院领导筹建国家中医

药数据中心，2016年兼任我院与互联网公

司合作成立的公司法人董事长。

心系母校　饮水思源

——毕业五十周年抒怀

○李东元（1967 土建）

一九六一，初进校园，心如潮涌，浮想联翩。巍然清华，秀丽壮观，大师云集，学子不倦。

校训箴言，引我向前，爱国敬业，鸿鹄志远。发奋攻读，打厚积淀，智德体育，全面发展。

饮水思源，往事万千，师尊教诲，语重心甜，劳心费力，心血浇灌，由浅入深，由易到难。

因材施教，诲人不倦，春风化雨，桃李遍天，百花园里，争芳斗艳，亦师亦友，相互思念。

同窗六年，相聚有缘，美好回忆，历历浮现，经济困难，相扶渡关，同赴农村，同去车间。

文革期间，几经磨难，派性正浓，毕业离散，携笔从戎，建设三线，风雨沧桑，默默奉献。

离别母校，已五十年，重返母校，容颜巨变，硕果累累，佳音频传，人才荟萃，共谋发展。

清华学子，重任在肩，凝神聚力，筑梦明天，风雨潇潇，征途漫漫，祝愿母校，再谱新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