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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场新冠肺炎疫

情防控阻击战中，南海

涌现了众多冲锋在前的

抗疫英雄，也留下了无

数感人的战疫瞬间。为

了留存这些记忆，见证

英雄壮举，南海博物馆、

档案馆等多方征集抗疫

见证物，记录这一重大

事件。

征集活动受到了各

方的支持，南海驰援湖

北医护人员、菠萝救援

服务中心、学校师生、社

区人员……各方纷纷捐

赠出“战衣”、通行证、电

子文档、防疫手册、抗疫

海报、诗歌手稿等见证

物，共筑抗疫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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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是

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回望

我国历史，还有不少像这样

值得铭记的战疫，战胜天花

就是其中一场。在战胜天

花的过程中，有一位南海人

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他就是

中国推广“牛痘术”第一人

——邱熺。

“在消灭天花的过程

中，邱熺曾做出了南海人敢

为人先的努力。”原南海市

红卫医院院长黎秀煊介绍，

“中国古代的传统办法是

‘传浆塞鼻法’，就是将人痘

或者牛痘吹到接种者的鼻

内，这种办法其实是非常危

险的，有很多后遗症，还容

易重复感染。”1987年，黎秀

煊担任《南海卫生志》主编，

为了掌握第一手的真实材

料，修志初期，他每日早出

晚归前往广东省档案馆、中

山图书馆等查找资料。在

三年修志的过程中，黎秀煊

有了意外的收获：“邱熺是

中国最早的牛痘接种师之

一，他为中国推广牛痘术立

下了汗马功劳。”

根据黎秀煊的研究，早

在1805年，在澳门经商的邱

熺就学会了西方先进的牛痘

术，是当时澳门四位中国种

痘师之一，他以身示范自我

接种，深感手术简便，效果良

好，于是动员家人亲友接

种。邱熺从澳门回到南海

后，还得到怡和商行的南海

人伍秉鉴资助，在原南海县

境内的广州洋行会馆创办了

我国第一所“牛痘局”（后迁

至丛桂里三界庙西侧），夏季

每隔八天、春秋冬三季每隔

九天，便向百姓施种一次。

1817年，邱熺把多年施

种牛痘的经验写成《引痘

略》一书（佛山市图书馆的

《广州大典》完整收录了邱

熺《引痘略》一书），利用我

国传统医学的经络理论作

诠释。书中载有种痘刀式

诸图和种痘简史、方法、注

意事项和出痘须知等，图文

并茂，出版后十分畅销，曾

传至日本等多个国家。

1828 年，香山人曾望

颜、南海人廖甡在北京南海

会馆设立京都种痘公局，邀

请邱熺北上传授种痘术。

但当时邱熺年事已高，他便

安排其子邱昶北上京城种

痘，京中医界得悉后纷纷登

门求教，各省留京人士也热

心推广。很快，牛痘法便在

北京、河南、陕西和甘肃等

地推行起来，风行全国。

新中国成立后实行全

民接种疫苗，天花逐渐淡出

人们的视野。1961年6月，

中国最后一名天花患者痊

愈出院。1979 年 10 月，世

界卫生组织正式宣布：天花

这种疾病彻底消灭。

“3月12日，我们收到了从湖北邮寄

过来的特色‘战衣’！”南海博物馆负责人

介绍，这是一件医护人员签名的防护服，

上面留下了60名南海驰援湖北医护人

员的签名，是南海医护人员在前线奋斗

的重要见证物，“还有一批南海前线医护

人员用的医用物资，隔离期结束后我们

会陆续接收。”

在南海博物馆征集到的抗疫见证物

中，还有一张特别的通行证，这是九江镇

初级中学一名老师出入学校所在村居的

通行证。记者发现，这张通行证上盖了

两个章，除了学校的公章外，还有一个九

江镇南方社区的公章。原来，九江镇初

级中学就位于南方社区内，疫情期间，

南方社区实行封闭管理，但这位老师每

天都要进出学校值班。“这位老师姓徐，

因为要负责学校的疫情数据上报工作，

所以他每天都要进出社区。”南海博物

馆负责人介绍，这张通行证前后大概用

了两个星期，徐老师平均每天通过村居

检查站点4次，这张出入证是这次抗击

疫情的见证物之一。

记者了解到，自南海博物馆向社会

公开征集抗疫见证物以来，区内各单位、

村居、群众积极响应，提供了许多疫情防

控过程中的工作照片、宣传视频等。

其中，九江镇初级中学收到征集信

息后，迅速发出《“抗击疫情，我们在行动”

倡议书》，倡导全校师生和家长为疫情防

控斗争传送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作

品。该校老师薛一涛连续创作了两篇文

学作品——散文《敬畏生命》和诗歌《民

族脊梁》，学生崔凯淇创作了文章《避免盲

从，科学抗疫》，学生家长李艺仪创作了

《镇中人战“疫”，必胜》，鼓舞全体师生积

极应对疫情。其中，三位师生和家长将

手稿捐赠给了南海博物馆。

南海博物馆负责人告诉记者，目前

博物馆征集到的见证物以电子类文档为

主，不过也有很多实物类的宣传品。比

如，南海区机关第二幼儿园园长周结华

捐赠了《暖心守护 并肩战“疫”——幼儿

园亲子防疫心灵手册》，该园的三位老师

捐赠了三件抗疫宣传海报。

日前，菠萝救援负责人王治勇与南

海区档案馆达成捐赠协议，拟将救援队

的一批照片、请战书、防护服等见证物

捐赠给档案馆。

“疫情不退，我们不收队！”“我是党

员，我必须上！”“哪里有危险，哪里就有

菠萝救援！”“中国加油！”这些温暖人心

的口号都写在菠萝救援队员洁白的防

护服上。据了解，从年初八开始，菠萝

救援就成立了义务消杀队，为佛山地区

500平方米以上的单位提供义务消毒，

协助抗击疫情。3月18日、23日，菠萝

救援还派出18名队员助力守护国门，

现在还有3人在深圳口岸协助相关部

门严防境外疫情入粤。

“菠萝救援的战疫记录非常值得留

存，留存这些材料，也有利于传播大爱

精神，激发社会正能量。”南海区档案

馆馆长张颖雯表示，档案馆承担着记

录社会记忆的责任，所有对社会、国

家有重大意义的资料，都在收藏范围

之内，抗疫见证物是南海记“疫”的一

个重要部分，档案馆会细致留存。

请战书 防护服
洋溢着义工的大爱

谈到发起抗疫见证物征集的初衷，

南海博物馆负责人说：“当代物证是博

物馆藏品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为明

天收藏今天，收藏当代物证也是博物馆

的重要职能之一。”2020年新年伊始，

新冠肺炎疫情对人民群众的生命健康

和经济社会发展造成了巨大影响，期间

南海也发生许多感人的瞬间和值得载

入史册的故事，及时收藏和保存这段历

史是博物馆义不容辞的责任。

这些物证包含但不限于记录疫情

和抗疫的文献档案、影印资料、文学与

艺术作品，各级、各部门和全社会在抗疫

过程中制作、使用的各种证章牌匾、票

据、医疗器械、生产设备和产品，尤其是

在抗疫部署过程中所采取相关措施的见

证物、医疗机构救治病患的见证物（同款

物件，未经使用）、各界驰援湖北的见证

物，以及与重要人物相关的物品。

接下来，南海博物馆将按照相关规

定对抗疫见证物进行登记、拍照存档，

最后入库保存。未来还将根据上级的

安排部署，结合征集实际情况，再研究

举办陈列展览的可行性。

此外，南海区档案馆也征集到了几

百件见证物，其中有援鄂医护人员的请战

书、防护服、机票、声音日记，学生与钟南山

的书信，退役军人向疫情发生地捐赠的银

行转账单，以及部分单位、社区防疫过程

中形成的各类见证材料。征集到的物件

将得到规范整理并永久保存，适时通过

网上展示或者举办线下展览的方式向社

会展出，弘扬社会正气，激发正能量。

未来将适时
进行陈列展示

统筹/珠江时报记者陈焯莹

文/珠江时报记者王方亚洪晓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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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海商人邱熺：

中国推广
牛痘术第一人

历史记忆

一件“战衣”
见证援鄂英雄的大无畏

创作文稿
展现师生的战疫信心 ■九江镇初级中学老师捐赠的村居车辆通行证。

■九江镇初级中学老师捐赠的诗歌作品手稿。

■南海第二机关幼儿园捐赠的防疫手册。

■南海援鄂医护人员捐赠“签名战衣”。

■邱熺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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