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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姜 伟 周 瑜

□ 本报记者 沙会堂

夜幕时分，繁华的江苏省徐州市

城区苏堤北路上车水马龙、流光溢

彩，夜色和霓虹一起勾勒出城市最美

的轮廓，灯火通明的徐州市儿童医院

医疗大楼成为这一景致中最亮丽的

风景线。

时间流逝如水。39年前，一所高

标准专业化的儿童医院在这里诞生，

开启了徐州医学界在儿童健康领域

的突破与转变；39年间，儿医人秉承

“一切为了儿童健康”的办院宗旨，怀

揣着悬壶济世的医者情怀和独有的

温润包容，倾情守护着万千儿童的生

命健康。

权威的儿医专家、众多高精尖设

备、顶尖的学科品牌、潜心科研的人才

队伍……徐州市儿童医院坚持科教

兴院、人才强院，夯实科研基础，一系

列科技创新元素的完美融合，让这一

“儿童生命港湾”焕发出勃勃生机，为

创建国家儿童区域医疗中心提供了可

靠保证。

大力强化科研兴院

专心专注儿童健康

在医疗界，向来有“金眼科、银外

科，千万别干小儿科”的说法，从侧面

映射出儿童医院的医护人员不好干。

因为儿科是“哑科”，儿童表达能力差，

儿科医生处理病情困难，有的孩子不

停地哭闹、不配合医生，治疗难度大，

没有足够的经验和技术不行，没有耐

心也不行。有的医生一天要看上百个

患儿，还要为陪孩子看病的“亲友团”

不停地解释，上完白班上夜班，看完门

诊看急诊，身心俱疲。

“每天门诊和手术都忙不过来，还

要去做科研，我们哪来的精力和时

间？”曾几何时，儿童医院的管理者经

常会听到这样的抱怨。的确，作为一

个苏北地区乃至淮海经济区规模大、

技术力量强的三级甲等儿童医院，如

何把眼前的患儿治好是摆在众多医生

面前的“重头戏”。面对这种“重治疗、

轻科研”的状态，医院相关负责人的立

场十分坚定：“守护儿童的健康是我们

的责任和担当，为医者对医学的追求

必须永无止境，‘患儿至上’的价值观

更是不能遗忘！”

科研能力决定一家医院的未来发

展空间，唯有科技创新才能做好“兴业

强院”的大文章，这也是作为一家儿童

区域医疗中心理应具备的责任担当。

为此，儿医人对“科学研究是医院发展

基石”这一真理展开了深刻认知和努

力实践。全院上下将科研工作放在与

医疗同等重要的地位来抓，不断加强

科研建设力度，建立起一套完整的科

研管理体系。同时，医院启动了科研

人才培养计划，实现了医教研“三位一

体”协调发展格局，重人才、重科研、重

学术的氛围愈加浓厚。

“我们以科研项目作为抓手，鼓励

医生进行医学研究、加强对外交流。”

医院党委委员文成说，“我们鼓励主治

级别的医生报院级科研项目，高级别

的医生报省级科研项目，再有能力的

医生则可以申报国家级项目。在徐州

市儿童医院，一个有层次的科研体系

已经构架起来。”

医院整体技术优势突出，亚专科

技术水平不断提高，其中心血管内科

为江苏省妇幼重点学科，新生儿外科、

新生儿内科、普外科、神经内科、心血

管内科、急诊医学科、骨科、肾内科、呼

吸内科和康复科共10个专科为江苏

省临床重点专科，血液肿瘤内科等8

个科室在创江苏省临床重点专科，儿

外科为江苏省主任委员单位，儿内科

为江苏省副主任委员单位，小儿外科

和新生儿科为徐州市专病（科）诊疗中

心，小儿外科和儿科为徐州市优势学

科，20个临床科室也均为徐州市临床

重点专科。

一个个专业学科的成长，一个个

科研平台的壮大，一项项科研成果的

问世，铸就了徐州市儿童医院科研大

厦的基石。然而，科研项目及成果的

青睐并非无缘无故，这源自该院在科

研工作上的“浓墨重彩”，也为医院发

展带来更值得期待的未来。

启动科研“根苗计划”

医院发展后继有力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是我国设立

的最高水平的基金项目之一，是为提

升我国自主创新能力、培养科学技术

人才而设立的一项专项基金，也是衡

量一所医院研究能力和水平的重要

指标。

为推进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申报工

作的高效进行，徐州市儿童医院启动

科研“根苗计划”，柔性引进北京、上海

知名医学专家和科研团队10人，全国

儿科排名前列的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

院、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新华医

院都名列在内。

所谓“柔性引进”是指在聘任全

职人才之外，医院特聘某些兼职人才

与医院签订为期几年的合作合同，承

诺每年来医院完成科研工作的时间

不少于3个月或者半年，医院对其在

院的科研产出进行考核。专家团队

还通过一对一的培训，帮助医院各科

室达到与国内顶尖医院同质化管

理，支持医院开展新技术、新项目，提

升科室人才培养和各项科研工作的

开展。

人才是医院科研工作的核心支

撑，科研的竞争归根结底是人才的竞

争。目前，全院一半以上的医务人员

拥有硕士学位，30多人拥有博士学

位。医院正在加大对本院医学人才的

培养，自2016年起计划每年培养10

名左右的博士，通过强大的硬件支撑

和有力的激励机制为科研人才开展工

作打下坚实的必备基础。

“从战略布局的角度来说，我院启

动科研‘根苗计划’是响应国家层面科

技创新的政策号召，通过柔性引进国

内知名的专家团队，推动先进的管理

模式在医院落地，进一步提升医院的

科研实力和临床水平。”文成说，医院

正在加快柔性引进人才步伐，以创建

国家儿童区域医疗中心为契机，通过

培养与引进双重措施，提升医院的综

合实力与竞争力。

值得关注的是，今年上半年，随着

淮海经济区首家儿科实验室落户徐州

市儿童医院，临床标本的建立将极大

促进儿科临床问题向科研成果的转

化。医院还将联合徐州医科大学实验

室平台资源，发挥区域诊疗中心优势，

引领科研实力持续提升。

接下来，医院将以科研“根苗计

划”实施、儿科实验室建设为基础，加

强产学研一体化发展，力争实现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新突破，保证中心样本

库收集样本工作的顺利开展。医院将

通过举办文献综述比赛，在全院营造

更好的科研与学术氛围，号召更多医

师加入到科研行列中来，为科研成果

的持续输出夯实基础。

科研临床齐头并进

夯实区域硬核基础

打造国家儿童区域医疗中心，需

要科研与临床齐头并进，实现双赢格

局。建设区域医疗中心，首先要解决

的是医疗问题，科研意识是为解决基

层临床问题服务的。

长期以来，徐州市儿童医院充分

利用地处北京、上海两大医疗资源高

地中点的优势，扎实做好基层儿童健

康的坚实保障，立足区域儿童医疗中

心定位，专注疑难危重疾病的攻坚诊

治，推进常见多发疾病的同质化诊

疗，提高淮海经济区儿科医疗资源服

务效率。

多年来，医院的儿童疾病救治能

力已得到周边省市医疗界及群众的广

泛认可，接诊的外省市患儿一直保持

在35%以上。自2012年起，徐州市儿

童医院作为核心医院，牵头组建了淮

海经济区儿科联盟，成员单位不断增

加，目前已达103家，覆盖4省11市

52个县区，真正实现了基层首诊、双

向转诊、上下联动、急慢分治的诊疗服

务模式。儿科联盟依托新生儿协作组

网络平台、儿科危重症急诊网络平台、

淮海经济区儿科远程会诊中心、徐州

市会诊中心、淮海经济区儿科医师联

合体微信圈等网络信息化平台，开展

疑难危急重症患儿远程会诊、远程网

络教学、双向转诊、技术指导等医疗

服务。

作为医联体的核心医院，徐州市

儿童医院采取技术帮扶、人才培养、巡

回医疗、双向转诊、分级诊疗等方式与

医联体成员医院开展合作，充分发挥

核心医院的专业优势，实行医院管理、

学科建设、临床医疗和技术应用等资

源共享，在资金、人才、设备等方面对

医联体各医院提供相应支援，加强对

基层儿科医师的培训，每年接收进修

人员200多人次。

目前，医院独立承担徐州医科大

学5年制儿科本科临床教学工作以

及南通大学4年级至5年级教学。医

院依托徐州医科大学强大的科研教

学实力，在教学科研、学科建设、人才

培养、临床医疗等方面进行全方位深

层次的融合。徐州市儿童医院院长

曹军华表示，下一步，医院将加大对

硕士生导师的引进力度，计划建立硕

士生培养基地和儿科研究所，努力把

徐州市儿童医院打造成为高层次儿

科人才的培养基地、高水平科研成

果的产出基地、高层次儿科人才的

汇聚基地。

在此基础上，院内培养和院外引

进的老、中、青优化组合的科研精英

队伍，也为徐州市儿童医院的科研工

作注入了强劲动力，科研成果每年都

层出不穷，优秀科研人才如雨后春笋

般不断涌现。医院通过学科建设和

青年培养项目，为科研队伍持续壮大

提供了强大的人才支持，中青年医师

科研能力得到了大幅提升，形成了申

报科研项目、开展科学研究的浓厚

氛围。

（本文配图由徐州市儿童医院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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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州市儿童医院签约成为国家儿童医学中心协作医院 医生在DSA手术室为患儿进行心脏封堵手术治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