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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燕有两张名片，一张名
片是环保公司的法人，一张名
片是济南亚健康防控协会的会
长。但张燕的微信名写的却是

“济南市亚健康防控协会”，张
燕说：“环保公司已经有一个成
熟的领导班子了，我现在更多
的时间和精力都靠在了协会这
一块。”环保公司为张燕在商业
上带来了不小的成功，为什么
她却将更多的精力倾注在了公
益性的济南亚健康防控协会上
呢？

20 多年前，张燕还是医院
的一位临床大夫，决定下海经
商后，张燕决心要做一个对民
众有益的工作。

20 多年前，环保并不像
今 天 一 样 是 人 们 议 论 的 热
点，很多人不了解环保的概
念，将环保将环卫联系到一
起，“当时有人说‘做环保是
不是就是打扫卫生’呀”，张
燕说，“当我真正了解了环保
的现实情况和环保工作的重
要性之后，我觉得我真的应
该沉下心来做这件事。”

“这些年，我们做大气污

染、污水处理、环境监测这些项
目，‘甲方’的反馈都挺满意
的。”

虽然下海取得了成功，但
是张燕心里却一直有一种“失
落感”。

从公司法人到协会会长的
转折，要从 2007 年的张燕一次
出差说起。

2007 年初，张燕到北京出
差，北京的“亚健康防治协会”
秘书长是张燕的老朋友，老朋
友对张燕说：“你明天跟我去参
加一个会议。”

张燕说：“什么会议？”
老朋友说：“北京‘亚协’召

开了一个国际抗衰老会议，你
去吧。”在朋友的邀请下，张燕
参加了这次会议。

会上有许多国际知名的医
学专家，张燕第一次接触到了

“亚健康”这个概念，“在会上我
发现国内有 75% 的人处于一
个亚健康状态，心里很受触
动。”张燕说。

回到济南后，张燕跟周
围的人分享了这次北京之行
的收获，发现大家都不知道

‘亚健康’这个概念，连包括
中医、西医在内的医者们也
不知道。

世界卫生组织将机体无器
质性病变，但是有一些功能改
变的状态称为“第三状态”，我
国称为“亚健康状态”。亚健康
患者轻者影响睡眠质量，加重
身心疲劳，重者会发展为慢性
疾病，如大多数恶性肿瘤和糖
尿病，甚至突发急症引起过劳
死。

“像临床诊断出糖尿病、高
血压等等，已经确诊了，这些人
群想要戴‘亚健康’这顶帽子都
已经落不着了。”张燕说，“有些
疾病在亚健康状态本可以预
防，但是却被忽视了。”

于是，张燕决定倡议发起
“济南市亚健康防控协会”。当
时‘亚健康’作为一个外来名
词，在济南鲜为人知，为了让民
政局批准成立协会，张燕跑前
跑后忙了大半年，一边要跟审
批部门做工作，一边跟医学专
家们解释概念邀请他们的加入
和支持，最后审批通过了，协会
也组建了起来。

一位下海医生的回归：

十十年年坚坚持持亚亚健健康康防防控控宣宣传传

年后，中创开元山庄
组织了一次居民义诊，义
诊现场，一位老婆婆格外
引人注意，原来这位老婆
婆过年时跟儿媳妇吵架给
气着了，从那时起就开始
打嗝，已经打了四十多天
了。义诊现场的专家立马
从针灸盒里拿出针为老婆
婆施针，两针下去，老婆婆
的嗝就止住了。这次义诊
受惠的不光有这位老婆
婆，而这次义诊的组织者，
就是中创开元山庄的居
民，也是济南市亚健康防
控协会会长——— 张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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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燕现在还记得“济南
亚健康防控协会”刚成立时
第一次请专家去社区义务给
居民讲课的情景。

居委会主任让大家去听
课，居民们首先问：“我们去
了以后有礼品吗？发鸡蛋还
是发什么东西？”

讲课的地方很小，只有
二十平左右，房子只有一面
小窗，一共也就不到 20 个座
位。刚开始讲课的时候，来听
课的居民们都不坐，用张燕
的话说，就是“溜边”，站在座
位旁边的过道上，随时准备

“开溜”。
当专家讲了十几分钟

后，房子里的座位都坐满了，
站着的居民身子也都朝向了
专家而不是门口。

“现在条件比以前好太
多了，跟以前的教室比，现在
讲课的教室可以说是‘豪
华’。”十年前，居民们来听课
要先看看有没有送礼品；十
年后，“济南亚健康防控协
会”在各个社区的科普大学
讲课时，经常有别的社区居
民前来听课，有的居民现场
听完课后，还会问：“你们下
一场在哪里开课？”

从 2007 年到 2017 年十
年间，张燕已经记不清协会
办了多少次科普大学的讲课
活动、社区义诊活动，“我只
记得去年做过一个统计的数
据，一年办了 88 场活动。”大
约平均四天会有一场活动。

济南市科协虽然每年都
会给“济南市亚健康防控协
会”一些科普大学讲课的经
费，但这些都算是“寥寥”的
车马费，虽然按说这些钱一
部分给专家，一部分可以留
在协会，但是张燕把这些钱
都给了专家：“本来钱也不
多，很多退休专家们也都是
抱着发挥余热的公益心来
的。”

协会的第一届专家团最
年轻的一位现在也已经 79
岁了，每次邀请专家去讲课，
张燕都会自掏腰包车接车
送，“很多专家别人花钱请他
去讲课他都不一定去，但是
我请他们给科普大学讲课，
或者请他们义诊，他们从不
拒绝。”

“我可以不挣钱，但我不
能犯错误。”张燕说，“在成立
亚健康防控协会前，我就知
道这是一件没有(利益上的)
回报的事情，但是出于一个
医者的责任心，我觉得这是
义不容辞的。”

2017 年 8 月 8 日，就是
“济南亚健康防控协会”成立
满十周年的日子，当记者问
到“这十年你是怎么坚持下
来的”，张燕说：“我觉得这十
年来，我收获了很多，这些老
教授的信任和支持，我们受
益的这些听众给我们的反
馈，都让我觉得很欣慰。我做
的工作不少，这些付出让我
觉得很有价值，反而让我觉
得很舒畅。未来我还会继续
坚持下去，让协会有更好的
发展，也是为了让更多的人
群受益。”

从“溜边”听课到座无虚席

不觉艰难只有获得感

本报实习生 唐静

从临床大夫到下海商人

成功中带有失落感

中创开元山庄张燕 (前排中间)

中创开元山庄张燕


	E22-PDF 版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