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玉海楼4 2024年7月22日 ▏星期一 ▏责任编辑 李心如 ▏编辑 陈良和

莘塍叶家，是一个因“灵兰医室”而名

扬 四 方 的 医 学 世 家 。 创 设 人 叶 一 勤

（1837-1913），精制膏药，闻名乡里；其三

子永棠（1880-1961），字鹤鸣，得父授业

秘传，一生从医，家声丕振；其孙叶子午

（1902-1973），是瑞安革命先驱、中共瑞

安党组织创始人之一。

在这样的家庭背景下，在祖父、父亲、胞

兄的言传身教下，叶果不仅继承了家族的医

学智慧，更将这份智慧转化为救国救民的实

际行动，以医者仁心兼济天下，不仅亲手创

立了新四军第四师后方医院，并肩挑新四军

第四师、第五师卫生部部长的重任，还成为

温州市军管会卫生局局长及福建省卫生厅

首任厅长⋯⋯其生平事迹激励无数后人。

青年深受革命思想洗礼
叶果，学名叶辅勋，1911 年出生于莘

塍前埠村。少时就读于聚星高等小学，与

方德植（1910-1999，中国著名数学家）、

林维渊（1910-1982，曾任西安中正中学

校长、温州师范学校校长）同学，旧制高等

小学毕业。民国十三年（1924），考入浙江

省立第十中学初中部甲班。

受胞兄叶子午的影响，他积极参加进

步社团——温州宏文会活动，经常参加时

事研讨会。后来，宏文会与中山主义研究

会合并为“瑞安民社”，他又积极参加民社

组织的系列活动，接受革命思想洗礼。当

时，温州共青团支部为夺取农村宣传教育

阵地，提高农民知识文化水平，抵制帝国主

义宗教文化，叶子午在莘塍前埠成立觉民

小学和平民夜校。叶果利用假期担任觉民

小学和平民夜校教师。

1927 年毕业，叶果到莘塍聚星小学任

教员，兼任教务主任。1928 年，考入私立

江苏南通大学医科。在校期间，“九·一八”

事变发生，他积极参加医科学生反日活动，

声讨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东北三省的罪行。

1933年毕业，回家乡开业行医。

1935 年，叶果先后出任江苏徐州铜

山、淮安县立医院医师。1938 年赴武汉，

在第九战区司令部任军医，以医德高尚、医

术精湛著称。时年秋冬，廖磊任安徽省政

府主席兼任豫鄂皖边区游击兵团总司令，

在立煌县（今金寨县）包公祠建立了安徽省

医务所。经同乡李人俊（温州市区人，中石

化创始人，原国家计委顾问）推荐，叶果担

任所长，主持医务所工作。

医务所免费为干群治疗，解决了山区

医药困难。与此同时，他与中共地下党组

织秘密联系，常通过各种渠道为新四军送

去大批急需用药。又受中共瑞安党组织指

派，赴温州劝说兄长叶子午参加民生乡乡

长选举（民生乡为抗战期间我党掌握政权

的瑞安县唯一一个乡级组织）。

浴血鄂豫皖边区
1940年2月，叶果加入中国共产党。

3 月，由于国民党反共高潮迭起，皖北

形势恶化，共产党员的生命安全受到威

胁。为保存革命力量，中共豫皖苏边区党

委决定，在该部工作之党员及部分爱国进

步人士、大批青年知识分子，陆续由皖北各

地撤回豫皖苏根据地。

4 月，叶果同著名人士任崇高、张百川

等人抛弃舒适的工作环境和优越的生活条

件，冲破种种障碍，从立煌县撤出，长途跋

涉参加皖北新四军，受到第六支队司令员、

第四师师长彭雪枫的热烈欢迎。4 月 10

日晚，彭雪峰在支队司令部、政治部为张百

川、叶果等举行欢迎会，并发表《一切抗日

进步的先进人士团结起来》讲话，对他们不

避艰险、不计酬劳、坚决抗日的精神备加慰

勉，并以他们为榜样，号召有识之士为了抗

战大业，加入新四军队伍。

之后，叶果同安徽国民党省医院筹备

处一起前来的黄修典、黄国华、林立、李光

惠等人，创建了新四军第六支队后方医院，

叶果被任命为第六支队卫生处医务主任兼

后方医院院长。

7 月 20 日，新四军第六支队（不包括

第四总队）与八路军三四四旅（不包括六八

七团）合编为八路军第四纵队，彭雪枫为司

令员，黄克诚为政治委员、张震为参谋长。

林士笑、李毅、叶果分别担任第四纵队卫生

部长、政委、医务主任。纵队卫生部设后方

医院和三个休养所，叶果兼任后方医院院

长和医训班主任。

10月，叶果组织部队看护员、抗大和联

中学生50人开展为期7个月的医务工作培

训，他根据战时特点，精选教育内容，组织学

员学习急需的急救学、卫生学、内科学等知

识，有效提高了医务人员的业务水平。“皖南

事变”后，新四军第四纵队奉命改名为新四

军第四师，叶果改任第四师卫生部副部长，

随部队参加淮北、淮南抗日游击战争。7月

15日，第四师召开军事工作，张震参谋长作

《四师半年来军教工作的初步总结》报告，叶

果作《今后教育方针（卫生方面）》报告。

1943 年2月，新四军第四师卫生部部长

林士笑赴延安学习，叶果接任第四师卫生部

兼淮北军区卫生部部长之职。6月，为加强

药剂人员的工作能力，叶果领导卫生部举办

司药轮训班，受训者达40人。国际主义战

士罗生特（1903年—1952年）北上延安，途

经第四师师部驻地时，受彭雪枫邀请协助四

师开展医疗工作。在罗生特的帮助下，叶果

对师卫生部的工作进行了整顿，制定了医疗

护理制度、技术操作规程和各个医疗科室的

守则、工作程序，调整健全了各级卫生机构

的领导班子，使第四师的医疗卫生工作发生

了翻天覆地的变化。9月，叶果奉命赴淮南，

调任新四军卫生部医务主任。

1944 年 10 月，应第五师政委郑位三

的要求，新四军军部决定为加强第五师卫

生技术力量，选派叶果、冯文、唐求等人员

支援。叶果等人从军部所在地出发，穿便

衣从敌占区乘船到汉口，然后步行到大别

山的礼山县白果树湾第五师师部驻地。叶

果被任命为第五师卫生部部长兼鄂豫皖湘

赣军区卫生部部长。

1945 年 10 月 30 日，中原军区成立，

新四军第五师编入中原军区，李先念任司

令员，叶果任中原军区卫生部部长。

1946 年 5 月，叶果担任医护小组负责

人，安全护送我军 640 名伤病员和百名家

属到华北解放区进行医治。他们自湖北广

水车站出发，途中遭受国民党政府多番阻

扰，经过三天二夜，最终胜利完成任务。

6 月 26 日，震惊世界的中原突围爆发，

叶果奉命率卫生部随第一纵队王树声部行

动。过平汉铁路、抢渡汉水后，卫生部因大

量减员，后与一纵卫生部合并。7月，部队抵

四川边境，中原军区编余随一纵行动的20多

名干部成立武装便衣队，经组织批准离主力

独自北上。便衣队一路屡遭敌乡公所袭扰，

后被打散，叶果只好只身回武汉。之后，持

第二纵队副司令员周志坚亲笔介绍信，与吴

生敏、郑寄英抵达汉阳柏泉周凤池家居住，

周凤池将他安全转移到汉口。他又随鄂西

北军区三军分区政治部主任兼九团政委秦

忠，在以武当山为中心的均县、房县、郧县一

带大山中开展游击战，斗争环境异常险恶，

生活极端困难，经常一天只能吃一顿饭。

后，叶果经上海辗转回到家乡。1948年，他

与浙南地下党组织取得联系。浙南游击纵

队成立时，担任卫生处处长。

打好防疫攻坚战
1949 年 7 月 9 日，浙南游击纵队卫生

处与温州市军管会卫生局合并办公，叶果

就任卫生局局长。

温州解放初期，卫生局主要任务为推

行本市医政，实施地方卫生环境、防疫、医

疗等工作。时值夏令，环境卫生与各种防

疫工作急待推行，叶果带领温州市医药界

及有关机关展开夏令卫生运动，向杭州上

海催拨防疫疫苗。

9 月，福建省人民政府卫生厅成立，叶

果调任首任卫生厅厅长。他带领卫生厅接

管国民党政府卫生机构，建立新的卫生机

构，恢复县级卫生院。

1950 年，福建省鼠疫波及 16 个县，死

亡 420 余人。为尽快扑灭疫情，保障军民

健康，4 月 7 日福建省人民政府、福建省军

区命令成立福建省防疫委员会，福建省军

区司令员叶飞任主任委员，叶果担任副主

任委员，确定全省卫生工作方针、人物、计

划并统一编制、名称，初步解决各级卫生机

关经费，建立全省卫生行政系统与业务上

的密切联系。8 月，召开全省防疫工作会

议，执行“面向工农兵、预防为主、团结中西

医、卫生工作于群众运动相结合”的方针，

将防疫作为下半年卫生工作的中心。在叶

果的带领下，福建省卫生厅从各军医疗队

和卫生学校抽调大批人员，与地方防疫人

员一起成立省防疫大队，下设四个防疫分

队，开展地方病调查，开展检疫、灭鼠、灭

蚤、预防接种、隔离治疗病人等工作，遏制

鼠疫爆发为重点，控制传染病源头、切断传

播途径。同时，改组福建省鼠疫防治所，在

鼠疫重灾区建立14个鼠疫防治站，调配专

业人员，实行领导、技术人员和群众三结合

的防治队伍，大规模开展群防群治工作，出

台抢救防治方案，免费供给公私医院诊所

防疫疫苗，迅速完成疫区群众和部队的预

防接种工作，大幅度降低了死亡率。

他还领导卫生厅开展农村妇婴卫生、

学校卫生及产婆情况的调查，配备卫生院

助产人员；印制卫生宣传画，出版《福建卫

生月刊》，宣传卫生法令；建立福建医学院

教学实习医院，创办医务人员培训班，高质

量培养各级医务人员等。

1951 年 11 月，福建省第一次自然科

学工作者代表会议在福州召开，成立自然

科学联合科普协会，叶果任主席。12 月，

福建省召开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叶果被选

举为福建省人民政府委员。

1952 年 5 月，叶果调任华东军政委员

会卫生部办公室主任。1953 年 3 月，任中

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计划财务司基建处处

长。1956 年 5 月起，任卫生部上海生物制

品研究所副所长，从事生物制品的生产管

理工作。他贯彻预防为主的方针，积极钻

研业务，深入基层调查研究，团结技术人员

开展技术攻关，每年都能确保完成国家下

达的计划免疫制品生产任务。

文革期间，叶果受到残酷迫害。1977

年 9 月因病办理退休，1982 年根据国家相

关政策转为离休干部，并享受正局级干部

的相应待遇。1985年，被聘为豫鄂边区卫

生史编审委员会顾问。1991 年，担任《新

四军卫生工作史》编审委员会副主任。

1995年11月病逝。

日前，《电大青年》合订本由中华

文化书局出版发行。在搜集、整理、

编辑过程中，38 年前，一群瑞安电大

青年创办、编印刊物的场景一幕幕浮

现在眼前。《电大青年》应该值得记

忆，不是她有多优秀，而是因为她是

那个时代电大青年求学、生活的一个

印记，是一段不该被忘记的历史。

办团刊的缘起
《电大青年》是瑞安电大首届团

总支创办的团刊。

确切地讲，那时的瑞安电大，名称

实为：浙江广播电视大学瑞安工作站。

称之为“瑞安电大”，只不过是考不上大

学、无奈又幸运地选择就读广播电视大

学的瑞安青年，对工作站的爱称、简称

罢了。还有人戏称其为瑞安“北大”，因

为电大瑞安工作站坐落在瑞安城关北

门头。尽管当年办学条件简陋，但瑞安

电大青年克服种种困难，勤奋学习，志

存高远，这种积极的人生态度，从一个

县级电大工作站团总支创办《电大青

年》团刊就可以看出来。

《电大青年》创刊于 1986 年五四

青年节前夕。笔者 1985 年进入电大

瑞安工作站中文职业班学习，由于老

师的器重、同学的信任，担任班团支

部书记一职，后又成为学校首届团总

支成员。在一次校团总支会议上，大

家谈到如何扩大电大团组织的影响，

提出了创办团刊的设想。

笔者赞成办团刊，当年，也算是

一个文学青年，做过作家梦。上电大

之前，在家乡马屿与同学办过文学

社，编过刊物。当村团支部书记时，

曾编过当时全县第一张村级团支部

简报。此外，还曾帮助在马屿区团委

担任书记的同学编写区团委刊物。

在校团总支成员中，其他几位同

学都是学理的，唯独笔者是学中文的，

办刊的任务就自然落在笔者身上。至

于团刊为什么取名《电大青年》，已记

不清了，只记得当时大家认为，刊物既

要体现团与青年的特点，又要体现电

大的特点。在后来一次会议上，不知

谁说了一句，取名《电大青年》吧，名称

就这样敲定下来。当时，也有人认为

“口气太大”，但我们的理解和设想是，

“电大青年”不仅是瑞安的“电大青

年”，而且是温州的“电大青年”、浙江

的“电大青年”。“电大青年”要走出瑞

安，走向温州、浙江乃至全国。

就这样，《电大青年》成为全省县

级电大工作站里为数不多的（或许也

可能是唯一的）一份团刊、校刊。她

记载了基层电大的办学历程，记录下

当年电大青年学习、生活的方方面

面，成为瑞安电大一份珍贵的史料，

并载入我省电大办学的史册。

油印《电大青年》
《电大青年》首届编委就是当时的

团总支成员，分别是：郑海燕（团总支

书记、84 级电器班）、陈清（84 级电器

班）、胡跃中（84 级工民建班）、林洁

（84级化工班）、朱春梅（84级化工班）

及笔者（85 级中文职业班）。还聘请

学校领导和老师林大真、陈昭严、黄步

杨、董铭龙担任顾问。1987 年 7 月，

84 级各专业学生毕业，9 月份学校团

总支改选，由笔者接任新一届团总支

书记。《电大青年》编委也进行了调整，

除笔者外，主要以85级中文职业班同

学为主，包括林颜康、张静云，及86级

英语班的钟运璇。林颜康担任主编。

从第 6 期开始，《电大青年》的封面也

进行了适当的改变。

《电大青年》属油印刊物，上世纪

80 年代，印刷技术还不发达，没有电

脑、复印机、印刷一体机等，每编印一

期《电大青年》，时间长，很辛苦，很

累。通常，我们把编好的稿子交给打

印店，由打印店的人一个字一个字敲

在蜡纸上，把打好字的蜡纸拿过来，

编委们在蜡纸上刻、画插图，弄好了

才拿到学校油印室油印。

油印的活儿是编委们自己亲手

干的。大家拿着擂棍一张张印刷，有

些同学也会自发过来帮忙。油印是

最辛苦的，一期刊物印下来，腰站酸

了，手印痛了，还搞得满手墨黑，有时

脸上、衣服上也都是油墨。印好了，

就装订，装订也得大家自己来。

当年的《电大青年》，封面是一张

16 开的白纸套上淡绿色的电大拼音

缩写，红色的电大青年字样和鲜红的

团徽。当油墨飘香的《电大青年》出

刊时，同学们都争相阅读。每期油印

五六十本，每个班只能分到两三本。

物以稀为贵，一时洛阳纸贵。

得到认可和偏爱
当年瑞安团刊很少，在温州市电

大系统，瑞安电大算是先行一步。

《电大青年》设置了很多栏目：在

团旗下、法制之窗、文理科园地、优秀

习作、校内外短波、团的知识、学员论

坛、每期一歌等，内容很丰富。为办

好刊物，还建立了通讯员队伍，给每

位通讯员颁发了《电大青年》通讯员

证，并开展优秀通讯员评选等。

每期《电大青年》不仅同学们都

抢着看，各界领导也都认可，给予好

评。现在翻看 1988 年《瑞安年鉴》，

里面还有这样的记载：“《瑞安团讯》

《电大青年》被评为 1987 年温州市优

秀团刊。”《电大青年》载入了瑞安共

青团的史册。

值得一得的是，《电大青年》曾得

到领导和名人的呵护。

为提高同学们的写作水平，也为

办好《电大青年》，1986年12月，几位

文学爱好者、《电大青年》编委跑到温

州，请来温州文坛大家唐湜、金江等老

师，给同学们办了一场文学创作讲座。

1987 年 5 月，同学们又跑到温

州，奉上《电大青年》请名家题词。浙

江作协副主席、温州市文联主席吴军，

温州市文联党组书记陈又新，温州市

文联组联部主任、《温州文艺报》副主

编吕人俊，儿童文学家、著名寓言作家

金江等先后为《电大青年》题词。作家

洛雨也曾为《电大青年》写下“电大青

年 任重道远”的题词。我市画家陈杲

曾为《电大青年》设计封面。

1987 年 6 月 12 日，瑞安市委常

委、宣传部部长董希华看了《电大青

年》后，写来热情洋溢的信，赞许《电

大青年》，勉励青年学生：“几位同学

送来《电大青年》要我题词。题词之

事一不提倡，二无才能，不敢从命。

后读几篇文章，不但为同学们的精神

所感动，也为刊物办得有声有色所吸

引，故想借此一角提出三点希望，与

同学们共勉。”1988 年 4 月 7 日，瑞安

市教委主任张林昆应约为《电大青

年》写了《愿电大成为我市教师的摇

篮》的文章。所有的这些，都是当时

电大学子办刊的动力。

编辑合刊缘由
在瑞安电大第一届、第二届团总

支任期内，共编印 9 期《电大青年》。

由于是油印，纸张又不好，加上印数

不多，38年前的《电大青年》现在被保

存下来的已不多，就连瑞安电大也没

有保存下来。唯独笔者手头保存着1

至 9 期，并合订成册。搬了几次家，

始终没有把《电大青年》落下。

时光在流逝，一些参与编辑的当

年“电大青年”一直有个愿望，想把 1

至 9 期整理编印，正式出版，作为瑞

安电大办学史上的一份史料留存下

来。这个想法得到了瑞安电大（瑞安

城市学院）领导和 84、85、86 级校友

的支持，大家都认为这是一件好事。

基于这样的想法和大家的支持，

当年的“电大青年”说干就干。

在编辑合刊时，发现第一期《电

大青年》（创刊号），缺了创刊词。合

刊编印出来，若缺创刊词就不完整。

那得去找找。问了好多校友，大家都

说家搬了好几次，若有，也给弄丢了；

到瑞安、温州图书馆找，都没有第 1

期。记得，当时《电大青年》都会寄给

省电大、温州电大及瑞安有关单位的

团组织，联系省、市电大，回复：除保

留自己的刊物，其他的都没有保留。

到瑞安档案馆查找，也都没有找到。

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

一次，在“‘北大’中文沙龙微信群”征

集时，85 级校友潘丽丽回应，说家里

还保存一期《电大青年》。一找，是第

1期！创刊词总算找到了。

为了丰富内容，增加史料，增强

可读性，编合刊时，还特地向校友征

集当年电大学习、活动的老照片和回

忆文章。信息发出去后，得到了校友

的积极响应，郑海燕、张静云、潘丽

丽、苏国、谢炳其等校友纷纷提供材

料。84 级校友、校首届团总支成员、

《电大青年》编委胡跃中题写了书名，

85 级校友徐心安题写了扉页。时任

浙江开放大学瑞安学院（瑞安电大）

党委书记、院长郑锡灯在百忙之中应

邀给《电大青年》（合订本）撰写序言。

合订本从 2022 年着手整理、编

辑，前后历时三年，于 2024 年 3 月正

式出版。

扫一扫

，看电子版叶果：从灵兰医室到抗日烽火的传奇人生
■蔡建设

《电大青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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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良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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