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近日，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

举行的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上，国家卫

生健康委副主任李斌介绍，2023年，国家

卫生健康委出台相关政策措施 49项，有力

推动深化医改、健康中国建设等多项重点

工作任务落实，促进完善生育政策、加强基

层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建设等问题解决。

提升基层医疗卫生服务能力、改善

基层医疗服务体验对提升人民群众幸福

感至关重要。李斌介绍，国家卫生健康委

2023年办理的建议提案共 1470件，其中

涉及基层卫生的约占 1/10，涉及内容主

要包括加强基层投入的保障、县域医共

体建设、基层卫生队伍建设、基层服务能

力提升等，在办理过程中充分吸收采纳

相关意见，有力推进相关工作。

李斌表示，国家卫生健康委将继续

以建议提案办理为抓手，将代表委员的真

知灼见融入卫生健康政策规划，转化为解

决重点难点问题的具体举措，更好地维护

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 （苏璞）

国家卫生健康委：去年承办的建设提案，1/10涉及基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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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dical Science News 医学：多学科融通照护人类健康
因王辰

伴随人类社会发展的进程，医学由

最早的神灵主义医学模式发展为科学

医学，科学医学是现代医学的核心特

征。协和医学院的一个重大历史作用就

是将科学医学引入中国并传播发展，现

代医学由此造福于中国人民。

医学以自然科学与技术、社会科学

与方法、人文学科与文化三大学科门类为

其广博的学科基础，是多学科融通于照护

人类健康这一目标的独特、综合、巨大的

学问体系。生物学只是医学三大学科基础

中的自然科学与技术中的一部分，远不是

医学基础的全部。学医、从医、传医者的思

想应是多元、立体、深邃的，应当站在各个

学科的基础上，基于人类一切先进文化，

追求生理健康、心理健康、社会健康、环境

健康（健康的四大涵义），获得生命和健康

这一人类终极利益。

尊重而不遵从

协和校训“尊科学济人道”中的

“尊”之所以不是“遵”，是要告诉大家要

尊重科学但并不是完全遵从科学，因为

科学是有限的，甚至有时是有害的，科

学是动态发展的，它有时未必正确，更

不能说明全部，不代表终极真理。但现

代科学确是人们经过一定证实、有根

据、相对理性的认识，对当代人有重要

的、现实的指导意义。在医学领域，科学

最具指导价值、最有现实意义，因此同

学们首先要对科学有尊重和敬仰之心，

同时要知其所短所限和可能的所误，不

断深化对规律的认识，推动科学进步和

技术创新，同时要着意避免科学可能引

发的弊端。同学们不仅要习研自然科学

与技术，还要习研社会科学与方法，更

要对科学之外的人文学科与文化倍加

关注领悟，尤其要注意学习医学伦理

学。要保持学习与思考的热忱与敏锐，

努力获取医学的真谛。

人类在谋取健康的过程中不可过于

自我，人本主义不意味着“唯我独尊”。人

类的行为不可仿效肿瘤细胞的行为模

式———极度自我，无度地攫取、侵犯宿主

利益，致宿主毁伤、死亡，终至自身也归于

湮灭。同学们要学习、倡行“一同健康”的

思想，促进人、人群、种群、人类、众生、生

态、地球“一同健康”，达到“健康大同”的

境界。如此，才能谋取人类的终极福祉。

作为协和学子，要深刻理解“尊科学

济人道，寓高贵于朴实，以天下为己任，助

众生求福祉”的协和精神，特别是要懂得、

践行其中的“寓高贵于朴实”。协和人骨子

里的高贵体现在陈志潜、钟惠澜、林巧稚

等协和先贤能吃苦、善思考、躬实践、不浮

躁、不膨胀、不虚假的优秀品质中，体现在

安静、谦和、睿智的品性上。与真正的协和

人接触，可以感受到他是朴实、真实的，是

真读过书的，是真受过训练的，是真有本

事的，是可以信赖依赖的。协和人永远不

要有“小河流水哗啦啦”“涂脂抹粉”“敲锣

打鼓”“虚张声势”“夸大其词”式的浅薄。

朴实是高贵的本质形式，“寓高贵于朴实”

是协和精神的一种本质内涵。

从临床医学到群医学

医患关系是一种至为温暖的人际关

系，是“非血缘关系中的类血缘关系”，要

用心维护和善化。“以天下为己任”，认识

和解决当前社会生态环境、体系机制中影

响、异化医患关系的问题，为医学事业、行

业发展、百姓利益而谋划，作杜鹃啼血式

的呼号，积极参与医疗卫生的科学改革，

是协和人，包括协和学子应当承担的使命

和责任，是医学界对协和的期望。

当前所谓的“临床医学专业”应当

更改、恢复为“医学专业”，其内容应当

既包括重点关注个体健康的“临床医

学”，也应包括重在关注群体及至人类

健康的“群医学”。同学们应当尽早领悟

这一变化，加强对群医学的学习，顺应

规律与形势，及时实现学习和职业定位

转型，将来不仅能做“俯身救患者”的

“临床医生”，更要做既能“俯身救患者”

又能“举首助众生”的“医生”。

“以天下为己任，助众生求福祉”，

要常怀善良心、悲悯心、同情心、助人利

他救苦济世之心，关切社会、民族、国

家、人类命运，在求学过程中完成“人

格、学格、体格”的成长蜕变，提高自身

审美，锤炼品德修为，承启协和文化，志

存健康大同，努力成为谋求人民和人类

健康福祉的“医国上医”“济世大医”。

（本文为中国工程院院士、北京协

和医学院校长王辰在北京协和医学院

壹号礼堂讲授新学期“开学第一课”《寓

高贵于朴实———协和精神的内涵和传

承》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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