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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門之後築健康中國夢
獻睿智之言促藥物創新

健康，關乎民生幸福，不僅百姓渴望，國家亦將其奉為綱要層面。

但目前內地尚存在衛生醫藥領域資源欠缺，與人民需求存落差。作為

愛國將領馮玉祥將軍的孫女，全國政協委員、九三學社中央委員、輝

瑞中國企業事務部總監馮丹龍，既繼承了祖輩的愛國情懷，又有身為

女性特有的溫度。中共十九大報告以新的高度強調了堅持以人民為中

心，馮丹龍從中感悟到追求人民健康正是新時代的重要標識，健康在

中國被提升到一個前所未有的新高度。為此，馮丹龍就健康議題多獻

睿智之言、務實之策，期待健康保障成為中華民族復興的重要一翼。

文：香港文匯報·人民政協專刊記者 孔雯瓊 上海報道

圖：除署名外均由受訪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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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協世家」三代人為國建言

勵志成長路 從基層護士到醫藥界高管

馮丹龍另一重為人熟知的身份便是
著名愛國將領、民革創始人之一的馮
玉祥的後代，除了這個赫赫有名的將
軍祖父外，馮丹龍家族中三代人共計
10位都曾參與籌備政協工作或當選全
國及省市政協委員，稱之為「政協世
家」亦不為過。
馮玉祥是在1948年中共中央發佈

「五一口號」後首批響應號召，決定
參加政協會議的民主人士。當年5月
2日，中共中央電示上海局和香港分
局，邀請29位民主人士北上商談新
政協召開事宜，馮玉祥在這「29人名
單」中位列第二。
此外，馮丹龍的祖母李德全、外公

余心清、外婆劉蘭華也都擔任過全國
或省市政協委員。李德全是全國政協
第一、二、三屆常務委員會委員，第
四屆全國委員會副主席，並為完成馮

玉祥遺願而參與了1948年秋中國人
民政治協商會議籌備的重要過程，下
榻馬迭爾賓館和其他全國民主人士共
商新中國建國大計，醞釀籌劃了第一
屆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
余心清為全國政協第一、二、三

屆委員，1949年10月1日中華人民
共和國成立，作為中央人民政府典
禮局長，余心清操辦了開國大典的
各種慶典活動。劉蘭華是山東省政
協第二、三屆委員會常務委員，並
曾任山東省婦女聯合會副主席。
馮丹龍的父母、多位姑姑、叔父等
也都當選全國及省市政協委員，在家
族環境的熏陶下，馮丹龍亦對政協有
着別樣的情懷。自2003年起歷任大
連市政協第十屆、十一屆常委，2007
年作為上海引進人才成為上海市靜安
區第十屆政協委員，2013年任全國政

協委員。
馮丹龍稱，儘管沒有見過祖父，但

在父輩們的口口相傳以及家族一脈相
承的愛國精神傳遞中，使得她懂得作
為政協委員應有的責任感，並時時思
索如何傳承政協委員的使命。因此在
每次政協會議上，馮丹龍都會提出高
質量、有建設性和操作性的提案，為
中華民族的復興貢獻力量。
馮丹龍在結合自己本職工作的基礎

上，圍繞醫藥行業和熱點民生健康問
題，已經調研並提交多項高質量、有
建設性的議案及提案，包括煙草控
制、慢病管理、常見癌症篩查、大
病患者的特藥救助機制、產前遺傳
病篩查、建立藥品上市許可持有人
制度、促進創新藥物發展、推動加
速康復外科理念、醫藥代表職業化
管理等。

「我是從一名醫院小護士做起，之後邊工作邊讀
書，直到考上MBA，成為了輝瑞中國的首號員工。」
馮丹龍坐在上海中信泰富廣場的輝瑞辦公室內，向記
者娓娓道來她的成長路。這個過程很傳奇，很勵志，
但其中絕無特殊照顧，也沒有家族關係，一切都是馮
丹龍憑着自己的努力一步一步走來。

醫院當護士接地氣能吃苦
1976年，馮丹龍和那個時代所有剛踏上社會的年輕

人一樣，按照當時內地的就業分配制度，被分到煙台
打撈局的醫院成為一名護士。70年代的醫院不同於現
在，職位中並無護工一說，最基層的崗位便是護士。
馮丹龍告訴香港文匯報記者，她當護士什麼髒活累

活都幹過，從給病人發藥、打針，到給不能自理的患
者餵飯、擦洗，甚至還要清理有些病患留在地上、衛
生間的污物，一切都需自己擼起袖子動手。夜班經常
有，護送逝者到太平間再平常不過。
特別是有段時間照顧了從唐山大地震後轉來的高位

截癱病人，這段工作經歷讓她印象深刻。一個十幾歲

的姑娘要照顧病房裡的8個男病號。其中一些因突來
的打擊心情不好，脾氣十分暴躁，曾有個病號說要吃
粥，熱好端過去又說不吃，一會又說想吃，如此反反
覆覆8次，粥也熱了8次。
不過也正是這份基層的工作，使得馮丹龍打下在醫

藥界的基礎，熟知了醫院流程，同時也讓她對患者有
了慈悲心懷。那名鬧脾氣的癱瘓者，馮丹龍從未對他
生氣，有的只是深深的感觸，因為病痛如此，心裡才
有那麼大的悲苦。

自學成才高考MBA步步升
工作不久後，中國恢復高考，馮丹龍知道改變命運

的機會即將來臨，便積極投身到複習迎考中去。
儘管當時社會上對高考存在不少質疑聲，加之很多

人出於惰性不願在穩定的生活中做出突破，但馮丹龍
始終堅持着自己的追求，並在經歷兩次政策落榜後，
最終在1981年考上了山東大學英美語言文學專業。
之後，馮丹龍又順利考上美國紐約州立大學布法羅

商學院MBA，作為中國第一代MBA踏上了留學路。

學成後，在家人的支持下，她毅然回國建設祖國，馮
丹龍的父親曾對她說：「你的事業應該在中國。」

輝瑞中國1號員工促中國入WTO
父親的話一語成真，馮丹龍回國之後在《大連日

報》看到一則輝瑞製藥有限公司的招聘，因她有着留
美MBA的簡歷，加之早年在醫院的工作經歷，使得
馮丹龍成為了輝瑞中國的首號員工。至今，她那一枚
小小的「0001」的標號，都時常被同事羨慕，因為她
是輝瑞在中國招聘的第一個員工。
進入公司後，馮丹龍表現同樣亮眼，她在2000年代
表美國製藥研究及生產協會（簡稱PhRMA）到美國
國會山發表演講，希望美國給予中國永久性正常貿易
關係（PNTR）地位。當時正逢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
織的關鍵時刻，大量美國投資中國的企業亦紛紛游說
美國政府，促中美兩國成為貿易夥伴。
馮丹龍的那次演講發揮得十分好，最終，美國國會

以絕對優勢的票數，表決通過了對華永久正常貿易關
係議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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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的中國，特別是在一些大型城
市內，公眾場合抽煙的人越來越少，
越來越多的人已經意識到二手煙的危
害，並會克制自己想隨意抽煙的慾
望。能夠出現這一可喜局面，和一群
長期致力控煙的推進者有莫大關係，
在這其中，便有馮丹龍的身影。
說起馮丹龍的控煙路，可以說是繼
承了爺爺、奶奶的願望，馮玉祥和李
德全，在不同程度上，都為戒煙或控
煙做出自己的表率或推動。
作為驍勇善戰的西北軍將領，馮玉
祥早年經常抽煙，但之後在建設軍隊
素質文化時，他下命令要求全軍戒
煙，並表示誰再抽煙，就要吃煙頭作
罰。一日馮玉祥發現有士兵躲在暗處
抽煙，責問之下士兵不服，問起原
因，原來是戒煙令後，士兵看到過馮
玉祥接待客人時抽煙。馮玉祥聽後二
話不說，坦白道：「我馮玉祥上樑不
正下樑歪，自己確實違反了軍令吸了
煙，應該受到懲罰。」從士兵手中搶
過煙頭，塞進嘴裡吞下去，令現場所
有人目瞪口呆，之後西北軍中再也不
見吸煙者。
馮丹龍的祖母李德全是新中國第一
任衛生部長，在馮丹龍的印象中，奶
奶一直會唱一首自己編寫的控煙歌，
其中一句「煙有尼古丁，叫你鼻子發
炎，肺發黑」的歌詞，讓馮丹龍記憶
至今。此外，李德全還曾發起過一個
「以糖果代替香煙」的運動，遇到抽
煙的男士，李德全就會發上一把糖，
用這樣溫和的方式來勸阻人們不抽
煙，保持身體健康。
談及馮丹龍自己的控煙經歷，最令
她自豪的便是促成了上海的「無煙世
博」。2008年，在一場關於世博討論
的會議上，「城市，讓生活更美好」
的口號使得馮丹龍想到了無煙的概
念。她表示，無煙是讓生活更美好的
最佳詮釋，亦符合綠色世博的主題，
因此大膽提出要讓上海世博成為一屆
無煙世博。最終相關部門採納了馮丹
龍的建言，上海世博會期間，不僅園
區室內公共場所全面禁止吸煙，並退
還了某煙草公司的巨額捐款，還大舉
清除戶外煙草廣告，體現了政府務實
控煙的決心。
正是自上海的「無煙世博」後，全
國其他各大城市也都開始逐漸控煙，
之後幾年，北京發佈被稱為「史上最
嚴控煙令」的《北京市控制吸煙條
例》，目前就連互聯網上一些涉及抽
煙的表情包也被逐步撤除。
「當然，要在國內實現徹底完全的
控煙，還有很長一段路要走，但我不
會鬆懈，會一直為健康中國夢而繼續
推動控煙。」馮丹龍說。

■■馮丹龍和母親余華心馮丹龍和母親余華心（（右右）。）。

■■馮丹龍和姑姑馮理達馮丹龍和姑姑馮理達（（左左）。）。馮理達生前馮理達生前
曾任全國政協第八屆常委和第七曾任全國政協第八屆常委和第七、、九九、、十屆十屆
委員委員。。

■■全國政協委員馮丹龍全國政協委員馮丹龍。。

■■馮丹龍在辦公室內接受記者採訪馮丹龍在辦公室內接受記者採訪，，身後是其書寫的書法身後是其書寫的書法，，其中其中
「「夢夢」」字字，，代表了她的健康中國夢代表了她的健康中國夢。。 香港文匯報記者孔雯瓊香港文匯報記者孔雯瓊 攝攝

■■馮丹龍委員參加全國兩會馮丹龍委員參加全國兩會。。 ■■馮丹龍委員出席全國政協十二屆一次會議馮丹龍委員出席全國政協十二屆一次會議。。 ■■馮丹龍委員參加政協小組討論馮丹龍委員參加政協小組討論。。

「習近平總書記在十九大報告中指出，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已經進入新時

代，我國社會主要矛盾已經轉化為人民日益
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
之間的矛盾。與此相應，人民對美好生活的
嚮往也進入新階段，有了新的更高需求。尤
其是人民群眾對更高質量的健康服務和生態
產品的需求日益增長。」這是馮丹龍認真研
習十九大報告後的體會。

聚焦報告新需求助力健康中國戰略
十九大報告中，習近平總書記對「健康中

國戰略」的實施提出的一系列明確要求讓馮
丹龍倍感心情振奮、深受鼓舞。身為醫藥界

政協委員的她，深知健康問題關乎每一個百
姓的切身福祉，她對香港文匯報記者表示，
健康話題越來越成為人民籲求最強烈的領
域，而健康中國的構築，不僅是人民追求美
好生活的內涵之一，更是國家經濟和社會可
持續發展的重要保障。
馮丹龍表示，一直以來她都有一個「健

康中國夢」：未來的中國，應該是國民擁
有清潔的環境、清新的空氣、純淨的飲用
水、安心的食物，影響健康的危險因素得
到有效遏止，傳染病和慢性病得到預防和
控制，健全多元的醫療保障制度覆蓋全
民，健康產業蓬勃發展，多樣化的健康服
務需求被滿足。「在十九大報告的指引

下，健康成為人民幸福資本的重要指標，
未來的中國，在各方各界的共同努力下，
健康的福祉會遍及華夏大地，身心的雙重
健康將成為國民幸福的新指標。」

冀醫藥創新促中國新藥領先
全民健康的社會離不開藥物研發的支持，

從事醫藥行業工作近三十年，馮丹龍深知醫
藥創新不僅可以為經濟發展提供長久動力，
同時也是解決民生問題的根本要求。在連續
4年的提案中，她多次建言要全方位、多制
度地夯實中國醫藥創新基石，希望中國創新
藥能逐步與世界發達水平接軌，使民眾對醫
療衛生服務有更多的獲得感。
在今年最新的一份提案中，馮丹龍強調了

臨床試驗發展
對創新藥的重
要性，從全球
經驗來看，臨
床試驗從啟動
到完成一般需
要4-6年，平均
成本高達10億
元人民幣，時
間和資金投入
在整個新藥研
發中佔 70%左
右的比例。但
內地卻面臨臨

床試驗質量參差、數量偏低以及高水平臨床
試驗機構資源緊張等挑戰。
對此，馮丹龍建議要加強臨床試驗政策的

頂層設計，並提升涉及對試驗機構和醫生的
職責定義、績效評價、激勵機制、能力培養
和政策監管，同時放開臨床試驗機構GCP
認證，建立多層級的臨床試驗機構體系，並
需要在醫院層面改進考核和人事制度。
另外，在馮丹龍的健康中國夢裡，讓患者

擺脫病痛困擾，讓全民共享創新成果，亦是
重要部分。縱觀她在2014年至2017年中其
他有關創新藥的提案中，還多次提及幫助中
國患者及時獲取創新藥的改進方法，涉及藥
品註冊、醫保目錄更新、藥品上市許可持有
人制度等多個方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