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逝者

5 月 11 日下午，我国著名卫生政策与医院管理专家、著名心脏外科专家、华西医院前院长石应

康不幸辞世。5 月 15 日 8 点，社会各界人士约 5000 人向石应康遗体告别。

在医院，在科室，我们需要不同性格

的医生，有的医生很善于沟通，有的医生习

惯自己兢兢业业，只有他们各自发挥了自己

的功能，才能使这个团队不断地前进。而不

管什么性格的医生，只要他的工作得到了患

者、同事、领导的尊重，他就是一个好医生。

工作中，每有技术创

新与进步，开始老师总是

狠狠地“批评”我，成功

时又轻描淡写地肯定。近

日，当我得意地向老师“显

摆”我的手术进步时，按

常理老师肯定会苛刻地“挑

剔”一番再肯定，但这一次，

老师很和蔼地笑了，拍拍

我说：“你现在终于长大

了。”这时候，您是一位

慈祥的长者、前辈……没

想到，这样没有苛责的和

蔼，竟然成了诀别……我

多希望您再骂我一次，我

可以不再要您的肯定……

石应康给我印象最

深刻的是，有一次他对我

讲到为什么决定从美国

回国。上世纪 90 年代初，

石应康曾到美国国立卫

生研究院进修，当时他完

全可以留在美国定居。

他说：“如果我留

在美国，美国只是多了

一个普通的医生。如果

我回到中国，那我能起

到的作用就不止是一个

普通医生，我完全可以

为中国的医疗事业作出

更大的贡献！” 

记 得 在 2012 年 同

学聚会中，他和我兴致

勃勃地谈到医院管理的

问题，如何才能充分发

挥医务人员的积极性，

如何使医院能更好地方

便患者就医，那一套套

具体的设想和实施方案，

听得我十分入神，觉得

他的管理模式简直无懈

可击。他是一个管理天

才，他在华西做院长的

这 20 年里的医院管理实

践，无一不凝聚着他的

智慧结晶。难怪他会被

人誉为“医管教父”。

以石应康对华西医

院的贡献，为华西再创

的辉煌，我认为他值得

人们为他在华西医院内

铸立一尊铜像！

多年来，我院深受

华西医院荫庇。不曾忘

记，当民族地区医疗人

才举步维艰之时，2011

年，石公应康冒着高寒

缺氧，亲率华西专家教

授 12 名，与甘孜州人民

政府签订医疗卫生服务

战略合作协议，以“百

年华西引领带动区域医

疗卫生发展”为目标， 

启动了对甘孜州的区域

协同医疗服务，建立了

远程会诊、教学系统，

把华西医院“搬”到了

高原！

仅 2011 年，甘孜州

人民医院开展远程会诊

超过 100 例，使普通农

牧民群众通过远程会诊

得到了快速准确的诊治。

不曾忘记，2012 年，

当民族地区的包虫病治

疗技术深陷困境之时，

石公应康陪同卫生部领

导调研，为藏区百姓发

声，实实在在将优质医

疗资源下沉。

我院 80% 的医技管

理人员都是出自华西医

院！长者长逝，锦江含泪！

谆谆教导，言犹在耳！ 

石应康同志是我国

著名心脏外科专家，在

心脏外科瓣膜疾病、心

血管流体力学研究、大

血管疾病发病机理与流

体力学的关系方面作出

了深入研究；并在全国

率先开展多学科合作的

心脏介入复合手术技术

等多项临床新技术；为

我国心胸外科发展和现

代化变革做出重要贡献。

石应康同志突破传统

医学在校本科生和研究生

教育模式。他带领团队在

国内率先开展“社会人”

住院医师培训模式，对完

善我国医学教育体系，改

革医学教育内容和方法做

出了重大贡献。在他的带

领下，华西医院构建了远

程医疗体系和区域健康维

持网络，为基层医疗机构

培训了大批实用性医疗卫

生人才，为我国分级医疗

体系的探索与实践做出了

重要贡献。

在医疗管理实践中，

石应康同志创立了医生跟

着患者走、系统疾病联合

诊疗、日间病房、日间手

术、临床检验服务整合平

台等医疗服务模式，实施

了医院流程再造、加强学

科交叉、强化临床重点专

科建设等医院管理改革举

措，开创了中国医院管理

新篇章。

在医学科学研究中，

石应康同志内培外引构

建学科人才队伍，创建

医学实验平台，实现学

院、医院国家重点实验

室和院士两个“零”的

突破，为医院事业的可

持续发展奠定了坚实的

基础。在 5.12 抗震救灾

中，石应康同志带领华

西医院创下世界重大灾

难医疗救援史上的奇迹，

被中共中央、国务院、

中央军委授予“抗震救

灾英雄群体”的称号。

石应康同志的逝世，

是我国医学界和华西医

疗卫生事业的重大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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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严厉的老师  慈祥的前辈
▲ 华西医院心脏大血管外科   郭应强

同窗：应为他铸立一尊铜像
▲四川医学院 1979 级研究生班  裴冀

受援医院：佑泽藏区的大师
▲甘孜藏族自治州人民医院  王秀容

四川大学：我国医学界的最大损失 谈做医生

一个学科只能有一个主任，主任最

重要的工作是为大家服务，创造和谐向上

的环境和氛围。现在有很多人到了主任的

位置上，把全科资源变成自己的资源，所

有人的工作都为了他的学术地位打工和努

力，这是不对的。

谈做科主任

在现行体制下，院长似乎只需对上级

部门负责，因为院长是由上级任命的，是

有固定届数限制的，要求是由上级部门提

出的，因此只要上级满意，自己的任务就

基本完成了。至于员工、患者是否满意，

那是锦上添花的事。

这并非一个健康的院长职业经理人模

式，如果这种体制不改，院长职业化所涉

及的种种培训都将只是一场秀。

谈院长职业化

现在国家部门越分越多，在国外医疗

保险医疗保障，医护人员的教育都是一盘

棋。我们现在一盘棋都是散的，各说各话，

各唱各调，形成共识比较难。很多社会问

题都集中到医院来了，医院也不能承受社

会的重负啊！

（整理自 2007~2015 年石教授接受

本报记者采访的文章）

谈医疗服务

“朋友间的平等关系”只能在理想的

状态下实现。因为它必须建立在患者对医

疗知识和医学规律有相当了解的基础上。

而中国目前的情况是，医师没有客观看待

自己的能力，患者对医师的期望太高，都

在夸大医师的作用。

谈医患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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