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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学院开学季|师说

抓起面前放置的一块老手表，顾

玉东与现场老师确认：“同我说好讲

半小时，那我可以说到3点45分，对

吧？”得到肯定答复后，顾玉东把手

表放回讲台，笑着向在场学生说明

道：“严格的时间概念对我们搞科学

是重要的，不仅要有时间观念，还要

珍惜时间。”

一堂从“时间”说起的医学第一课

就此开讲。在座的本科新生中有复旦

大学上海医学院临床医学八年制、五

年制的学生，将在华山医院进入临床

阶段学习。台上讲者是我国著名手外

科专家、中国工程院院士、复旦大学附

属华山医院手外科主任顾玉东教授。

30分钟的“新生第一课”，时间维

度跨越半个多世纪，顾玉东以“我的成

长经历汇报”为题，与年轻后生聊学医

故事，谈创新求索，笑忆“大学五年成

绩全优，连体育课也是满分”，因为“只

有健康的身体，才能攻克难题”。

初入医学殿堂的年轻人，到底如

何当一名好医生？如何处理好科研与

临床的关系、医者与患者的关系？课

后，记者与顾玉东聊了起来。

“好医生”的追求并不随
时光流转而变更

记者：您在世界上首创“健侧颈7

移位术”，用伤者健侧的颈7神经来修

复瘫痪的手臂，堪称传奇。如今的年

轻人感觉忙完临床工作已很疲惫，对

科研也有畏难情绪，您有什么建议？

顾玉东：要认识科研的重要性。
医生会看病，是合格的医生；能看别人

看不好的病，那是好医生；不仅能看好

别人看不好的病，还能有所创造、发现

新的治疗方法，这是出色的医生。当

然，最好的医生是白求恩式的医生，是

高尚的医生。年轻人应有所追求，追

求当一名高尚的医生。

记者：为什么会以“我的成长经历
汇报”为题开讲“第一课”，希望对年轻

人说些什么？

顾玉东：“汇报”我的成长经历，希
望我的学医之路对同学们有所启发。

1947年，我10岁，生了脑膜炎，一

名老医生花了非常大的精力救治我，

半夜跑到我家，在我身边守了一夜。

第二天回家路上，他摔了一跤，即便如

此，第二天他跷着脚，又来我家看我。

当时我就想，将来要当一名好医生。

我是听党的话走进医学深造大门

的。1952年去卫生学校读书，给我们

上课的老师——外科黄硕麟、内科吴

光辉、妇科王淑贞、儿科陈翠贞，个个

是名医大家。

1955年我毕业分配到上海化工

厂保健科当医生，支部书记看了我的

材料说道，你年纪轻轻应该多读书，将

来更好为人民服务。1956年，我听党

的话，考入上海第一医学院。大学五

年，我认真学习，毕业时五年成绩全

优。当时可以写三个志愿，我把“服从

组织分配”写了三遍。我认为，国家培

养了我，要我去哪里，我就去哪里。

最终，组织决定让我去华山医

院，当时华山医院又称上医系统的内

科学院，我想太好了，我对心内科很感

兴趣——在工厂保健科，来看病的老

工人，心脏不好的很多，我就想着学好

本领回去给他们看病。也因此，我利

用业余时间在图书馆整理了一篇有关

心肌梗死的文献。1961年毕业这年，

我把文章投到中华内科杂志，很快被

录取了。同期刊登的“黑体字”作者名

字都是协和、上医的名家。我很受鼓

舞，带着这篇文章到华山医院报到。

结果，党支部书记对我说，手外科刚成

立一年，杨东岳教授希望有一名助手，

你合适。理由有二：第一，你是共青团

员，要服从党的需要；第二，你各科基

础好，一个新学科就需要你。说得我

服服帖帖，就此进入手外科。

现在时代不同了，但我相信有些

东西是不变的。我成长的时代，号召

学习雷锋同志，学习白求恩，学习愚公

移山精神。这其中，学习白求恩对我

影响很深刻。1990年3月3日是白求

恩诞辰100周年，此后每年3月3日，

都是我们手外科学白求恩的日子。我

始终认为，白求恩是我们白衣战士永

恒的学习榜样。他对患者的爱心，对

工作的极端负责，对技术的精益求精，

值得我们不断学习。

医学的希望在青年，希
望年轻人超越我们

记者：您多次强调医学青年人才
的培养，如何看待医学传承这件事？

顾玉东：我特别想说说我成长过
程中的两位好老师。

一位是中国手外科缔造者、北京积

水潭医院王澍寰院士。王老师教导我如

何做人。他在做了一届手外科全国主任

委员之后就说不做了，推荐我接任。我

当时很年轻，心想，我怎么能做呢？与王

老师好说歹说，他同我们“谈判”：我再做

一届，下一届你们年轻人来做！后来，我

也学了老师，做了两届后，交给年轻人。

王院士在很多方面是我学习的榜

样，特别是培养年轻人方面。青年人是

最有闯劲、最不受常规束缚、思想最开放

的一群人。医学的希望在青年，希望年

轻人超越我们。

还有一位好老师就是手外科的老

师，华山医院杨东岳教授，他教导我如何

做科研。他是足趾移植首创者，我有幸

同杨教授一起完成第一例手术，当时我

们整整做了24个小时。杨教授1981年

7月21日过世，享年51岁，在他的有生

之年，真是全心扑在事业上。我总结他

的科研与学习方法是：病史卡（实践）+

文摘卡（读书）+综述（分析）+实验、临床

（总结创新）。

“两张卡”到了年终汇总，就变成了

综述，由此产生医学科研的课题，有的课

题带到实验室去研究，有些课题到临床

上去实践。

“两张卡”的方法，我学习了下来。

你们想不到每年春节我是怎么过的，就

是把一年的卡片全部拿出来，得有几百

张，归类、整理，从个性到共性，由此得出

新的规律、方法乃至发现。

记者：您的“病史卡”很有名，现在还
会翻出来看吗？有什么新启发？

顾玉东：现在不看病人了，“病史卡”
不做了，但读书的“文摘卡”继续在做。

我喜欢读报、读书、读杂志，基本在每天

“一早一晚”两个时段。每天早晨6点起

床，不用闹钟，只有早醒，没有迟过6点

的，吃早饭15分钟后就开始读报。晚上

看过新闻联播后，开始看书、看杂志，主

要是看学术期刊等业务书，写文摘卡。

阅读是学医时形成的习惯。当时，

春节我也就是除夕回家吃一顿年夜饭，

大年初一就去图书馆看书。暑假、春节

等假期，我都泡在图书馆。这对我来说

成为一种爱好了，产生感情了。书，是人

类最好的朋友。

医生被铭记的成就是病
人用痛苦奉献的

记者：有人说以前医患关系好，人与
人之间没有那么多剑拔弩张，关于医患

关系，想对年轻人说些什么？

顾玉东：我得过很多荣誉，获得国家
发明奖、国家科技进步奖，1994年当选

首批中国工程院院士，荣获“医学泰

斗”“最美医生”等很多称号，但我想对

年轻人说，头衔、奖项，都是病人贡献

的。没有病人，我们哪里能有这些发现、

成就。医生的知识、技术、成果、荣誉都

是病人用痛苦、鲜血乃至生命奉献的，所

以我们要感谢病人、感恩病人。想通了

这层关系，就能更多体谅患者的不易，对

医患关系中的诸多不理解、迷茫，可以迎

刃而解。

记者：作为中国手外科泰斗人物，您
最初进入手外科的故事颇有趣，您自己

归纳是“听党的话，去考了大学；听党的

话，进了手外科。”如果现在能再选一次，

想去什么学科？

顾玉东：回不去了，没得选啦。要承
认岁月不饶人，我们手外科开刀，开头颈

这个部位，大血管、重要神经很多，手要

非常灵活，动作要精准、精细，60岁后我

决定不上手术台了。所以一定要培养年

轻人，要给优秀的年轻人舞台。

最后我想说，从1961年到2019年，

回顾我58年的工作，取得了一点成绩，

但离手的重要功能——“对掌对指”，还

没实现。成绩属于过去，一切从零开始。

著名手外科专家、中国工程院院士顾玉东对医科新生说——

年轻人应有追求，当一名“高尚的医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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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靜安区中山北路158号乙402室，权利人：章静！

该房屋被列入“静安区青云路宝昌路、264街坊及王家宅路34弄零星旧城区改建项目”

的征收范围。2023年4月29日上海市静安区住房保障和房屋管理局对上述地块实施旧城

区改建意愿征询，达到生效比例，根据規定启动该地块旧城区改建工作。

为了确保该房屋权利人的权益，请房屋权利人：章静，于2023年9月18日之前到静安区

青云路宝昌路、264街坊及王家宅路34弄零星改建基地与征收单位联系，洽談房屋征收补

偿事宜。逾期我们会按法律法规予以办理，將权利人的房屋征收补偿方案及相关事宜通过

本基地公示栏予以公告。

联系地址：上海市静安区中兴路403号

联系人：李先生 联系电话：56086792

联系时间：周一至周五上午9：00--11：00下午：14：00--16：30

房屋征收实施单位：上海市闸北第一房屋征收服务事务所有限公司

2023年9月13日

公 告

本报讯 （记者储舒婷）国家自然科
学基金今年首次试点青年学生基础研究

项目，首届获资助优秀本科生日前产

生。在首批8所试点高校中，上海2所高

校——复旦大学、上海交通大学榜上有

名。这一项目的落地，标志着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委加大青年学生基础研究项目

资助力度迈出重要一步。

记者从上海交通大学生物医学工程

学院、生命科学技术学院获悉，该校15

个申报项目入选，包括生物医学工程学

院本科生顾寒申请的《基于大光斑空间

偏移拉曼光谱的深层病灶检测与术中导

航》、生命科学技术学院生物科学强基计

划本科生于泽坤申请的《基于AI的氨基

酸重构模拟翻译后修饰机制研究及肿瘤

免疫治疗设计》。

近日在北京、合肥两地举行的首届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学生基础研究项

目（简称“青年学生项目”）评审会议，对

8所试点高校的优秀本科生申请人进行

了面试考察。于泽坤表示：“在场评委老

师都对我申报的课题产生了浓厚的兴

趣，从免疫学、计算结构生物学、分子生

物学等多个角度提出问题，并为我课题

的后续进展提供了宝贵的建议和指导。

这使我感受到了专家和国家自然科学基

金委员会对本科生科研活动的支持，也

激励我以本次项目申报为契机，在未来

开展更多自己感兴趣且有意义的课题。”

“参加面试的学生都表现得特别优

秀。考虑到全国在校本科生的数量，这

已经不止是‘万里挑一’了，而是超过‘十

万里挑一’。能把这样一群最有科研天

赋的孩子们选出来提前培养，既具前瞻

性，又具战略性。”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

授潘翀说，“希望青年学生项目能够持续

办下去，越办越好，在十年、二十年后结

出硕果！”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党组书记、主

任窦贤康表示，在现有人才资助体系基

础上设立青年学生基础研究项目，将资

助端口前移，旨在及早选拔人才，培育科

学素养，激励创新研究，为构建高质量基

础研究人才队伍提供源头活水。他强

调，从人才成长规律看，及早发现并有针

对性地培养优秀青年人才，将有助于其

早日脱颖而出，并在日后获得长足发展。

“据我了解，从国家层面遴选出最优

秀的本科学生，通过基金项目支持，增强

他们的科学素养，激发他们的兴趣，鼓励

他们进行创新研究，这在国际上是非常

少见或者可以说是没有的。”教育部党组

成员、副部长吴岩指出，“‘加强基础研

究，归根结底要靠高水平人才’。国家自

然科学基金委重点扶持和跟踪培养这些

优秀学生，必将为我国培养出更多高水

平科技领军人才。”

对于下一步改革计划，窦贤康表示，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将继续与教育部加

强合作，试点开展对博士生的直接资助，

并根据教育、科技、人才协同发展的要

求，进一步完善人才资助体系，使科学基

金在支持青年人才开展基础研究方面发

挥更大作用。

另据教育部相关负责人在7月6日国

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的“权威部门话开局”

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透露，教育部对拔

尖创新人才培养路径和方式作了全新探

索，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开展战略合作，

把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关口前移，进一

步加大对优秀博士生的支持力度，同时，一

起开展资助优秀本科生试点。

今年5月，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形成

设立青年学生项目的初步构想。6月，窦

贤康带队先后前往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等

8所高校调研，与各高校主要负责同志、科

研人员、学生及管理人员代表围绕进一步

加强对青年人才支持开展深入交流。7

月，正式启动青年学生项目，组织试点高校

推荐申请。8月，组织会议评审择优遴选。

“尽管时间紧、任务重，但如果这个

项目对于我国青年人才培养有很大的益

处，那我们就应该马不停蹄、不遗余力尽

快推动实施。”窦贤康谈到青年学生项目

实施进程时表示，“兵贵神速。我们在8

月底前完成全部评审工作，就是为了能在

9月完成项目立项与拨款，让学生们新学

期开始时就能着手开展课题，投入到项目

研究中。”

复旦大学、上海交通大学等全国首批8所高校入选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首次资助优秀本科生从事基础研究

资助端口前移，尽早浇灌科研好苗

本报讯 （记者唐闻佳）经历将近5

小时的采集，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又

一位白衣天使小林（化名，注：自愿捐献

采取双盲国际惯例）日前顺利完成造血

干细胞捐献。这份“生命种子”被装入医

疗箱，将以最快速度送往患者所在医

院。小林成为上海自1996年来配型成

功完成捐献的第594例、中山医院第5例

造血干细胞捐献者。

1999年出生的小林，是中山医院重

症医学科今年刚入职的一名护士。自

2019年起，他便坚持无偿献血，从每半

年一次的捐献全血，到坚持每两周一次

捐献成分血，四年间累计献血25次。

2021年在学校看到造血干细胞志

愿者征募后，小林第一时间报名成为中

华骨髓库志愿者。今年8月，他接到上海

市红十字会电话，得知与一名病人初配

成功后，他没有丝毫犹豫便同意捐献，随

后积极配合完成了高分辨配型和体检。

小林的父母起初不支持他的决定，

担心捐献造血干细胞会影响健康。在签

署知情同意书前，小林用自己的专业知

识和以往成功案例来劝说父母：“对健康

人来说，捐献造血干细胞既没有痛苦，也

不会影响身体健康；对血液病患者来说，

却是重获生命和健康的希望。如果生病

的是我，而在这个世界上只有一个人可

以救我，你们希望那个人怎么做？”

作为一名医务工作者，小林深知非

血缘关系的造血干细胞配型成功率极

低，能配型成功不仅是一种难得的缘分，

更是一份沉甸甸的责任，“有个人在死亡

面前挣扎，我恰好是那个唯一能伸出手

的人，我要握着他的手，带他离开死亡”。

他坦言，自己是一个“吃百家饭、穿

百家衣”长大的“农民的孩子”，小时候寄

宿在亲戚家，读书后得到学校、老师、同

学和社会的关心和帮助，所以很希望有

机会回馈社会，将这份爱传递出去。

就在决定捐献造血干细胞的同年，

他还签署了《人体器官捐献自愿书》。

近年，造血干细胞捐献配型成功率

逐年增加，且呈现出入库质量提高、流失

率降低的良好态势。对于急需造血干细

胞治病的血液病患者来说，每多一个志

愿者加入，获得匹配的机会就会增加一

些，也会多一分重生的希望。小林用行

动践行了中山人“一切为了病人”的初

心，展现了新一代医务青年敢于担当、勇

于奉献的高尚情操。

上海  岁护士捐献造血干细胞，4年献血  次

“我恰好是那个能伸出手的人”

本报讯（记者储舒婷）上海合作组织法律大学联盟再扩
员。记者从昨天在上海政法学院举行的2023年上海合作组

织法律大学联盟论坛获悉，截至今年8月，国内外19家法学院

校和机构确认加入。来自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

坦、塔吉克斯坦等上合组织成员国多所高校的专家学者共同

探讨高层次涉外人才培养，推动上合组织法律服务合作。这

也是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国际司法交流合作培训基地（简称

“中国—上合基地”）设立10周年系列活动之一。

近年来，上海合作组织法律大学联盟不断扩员，进一步拓

展法律研究教育和合作方面的“朋友圈”。上海政法学院院

长、中国—上合基地办公室主任刘晓红介绍，多年来，中国—

上合基地已为上海合作组织区域国家培养本科、硕士层次留

学生400余名，完成了65期、2341名学员的外训工作任务，受

到学员高度认可，在上合组织成员国、“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培

养了一批新时代立法、司法、执法领域精英。

论坛主旨发言中，哈萨克斯坦国立大学校长图伊梅巴耶

夫表示，目前已和中国50多所院校合作。如今，该校有100多

名来自上合组织成员国的法律专业留学生。鉴于各国法律体

系并不相同，他建议相关管理机构紧密协作，在教育领域配合

制定统一标准。比如，对同一门课程学时、学分的认定，学生

学习顺序和课程设计等作出规范引导。

“深入了解不同国家、地区的文化、法律和社会情况至关

重要。”西北政法大学副校长孙昊亮谈到，作为上海合作组织

法律大学联盟创始成员，西北政法已与多所上合组织成员国

高校签署合作协议，开展人才联合培养、师资互访交流、科学

研究合作、建设实习实训基地等。

哈萨克斯坦共和国总统国家行政学院校长阿比勒说，随

着上合组织扩员、吸引力提升，“我们要寻求新的合作切入点，

培养更多高素质人才”。

不仅培养法学专业人才，中国—上合基地也为国家和地

区的法治建设提供支持和服务。刘晓红表示，中国—上合基

地围绕上合组织深化发展专题研究已形成一批成果，出版《上

海合作组织年度法治报告》等系列专著。未来，上海政法学院

将依托中国—上合基地，持续每年为上合组织成员国培训

200名司法执法官员，并向成员国提供部分留学生全额奖学

金。同时将积极探索“高校+国际组织”模式，将国际组织技

能需求嵌入高层次国际人才培养体系。此外，中国—上合基

地每年将向全球招聘16名学者，同期布局设立8个上合组织

成员国“中华典籍研究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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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张鹏）为展示“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的新探索，2023第二十届
上海教育博览会将于9月15日开幕。今年是长三角一体化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5

周年，本届上海教博会特别设置了“长三角家门口的好学校”主题展，呈现江苏、浙

江、安徽、上海三省一市10所代表学校的办学理念和特色。

本届上海教博会将以线上线下融合方式进行，9月15日至17日在上海展览中

心举行，同期线上开展至10月底。主题为“共创一流城市教育，共筑教育强国梦

想”，全面展现上海教育事业呈现的蓬勃活力和优质成果。市级展区从培根铸魂育

新人、终身发展高质量、创新策源强支撑、群英荟萃铸师魂、数智赋能新探索5个维

度，全方位、多视角展现上海教育强国筑梦的发展成果。

“长三角家门口的好学校”展区内容丰富，例如，浙江省杭州市淳安县富文乡中

心小学坚持“育人为本、个性为先、生活为基”的办学理念，构建“毅行”生活教育体

系；江苏省常州市星河实验小学围绕“创想”教育深入研究与实践，探索指向儿童全

面发展的创想育人模式，构建促进儿童素养发展的“双减”路径。

看向上海，浦东新区张江高科实验小学在教育数字化转型背景下，通过重构校

园空间，融合儿童学习所需教育资源，打造了智能开放的校园学习场景；普陀区洵

阳路小学建构“分科 ·综合”课程体系，专业而富有创意地落实国家课程，打造老百

姓心目中“家门口的好学校”。

开幕式上还将举行“上海教育影响力电子地图2.0版”（市民版）启动仪式，也是

该电子地图首次推出市民版。市民可打开微信搜索“上海教育影响力电子地图”浏

览小程序，通过地图分区、分类、定位及测距功能，方便、快捷地查询本市优质教育

资源。届时，小程序将同时开启2个特色窗口，一是提供科普、红色、人文、非遗和

建筑等多个主题的20条特色研学线路，为学生研学实践提供线上互动服务；二是

通过地图可查询本市60多所高校就业指导中心及16区就业促进中心的相关信息，

为本市毕业生咨询就业、创业相关信息提供便捷服务。

本届上海教博会由市教卫工作党委、市教委指导，上海教育报刊总社主办。

第二十届上海教育博览会  日开幕

顾玉东以“我的成长经历汇报”为题，为新生开讲“第一课”。 本报记者 唐闻佳摄

教卫 公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