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赣南医学院党委副书记、院长  张小康

传承红医精神  开创赣医育医新模式

医学教育像一座桥，

一头连着教育强国，一头

连着健康中国。如何提升

医学教育质量，让广大医

学生走出校门就能完成从

“医学生”到“医生”的

转变，是医学教育工作者

最为关心的问题。而赣南

医学院的做法，是在红医

精神的传承中，将西医医

神阿斯克勒庇俄斯的蛇杖

和中医悬壶济世的中西医

文化完美结合。

张小康介绍，赣南医

学院充分挖掘“红医资源”，

创建了全国首家红色卫生

史博物馆，成立了中央苏

区卫生史与健康中国战略

研究中心，凝练了以“政

治坚定、技术优良、无私

奉献、救死扶伤、艰苦奋

斗、勇于开创”为核心内

涵的“红医精神”，形成

了研究引导、课程奠基、

实践辅助、文化铸魂、机

制保障“五位一体”的“红

医精神”育人体系。

“医学人文教育是成

为医生必不可少的重要一

环。”张小康表示，赣南

医学院一直坚持把学习红

医精神作为新生入学教育

第一课，通过参观学校红

色卫生史博物馆、红医精

神宣讲、开展红色文化实

践、参加“小药箱”活动

等方式开展红医精神学习

教育，激发学生投身国家

医疗卫生事业的使命感；

编写《中央苏区医疗卫生

简史》《中央苏区卫生史

画册》《红医故事》等校

本教材，开设“三史合一”

（党史、国史、医学史）

校本课程，开设《仁医之

道》《医学心理学》《医

患沟通学》《生命伦理学》

等医学人文课程，形成了

完备的课程体系；注重临

床实践与医学人文协同。

在日常教育教学中，尤其

注重加强学生的服务意识

教育，提高医患沟通意识

与技巧。

“我们在临床技能操

作考核过程中加入人文关

怀评分，不断提高学生的

人文素养，真正做到德技

双馨、医病更医人。”张

小康说。

赣南医学院拥有 3 所

直属附属医院，7 所非直

属附属医院，如何充分发

挥医疗技术和科研优势，

为赣南人民群众提供优质

高效的医疗健康服务，为

幸福江西建设贡献力量，

是摆在医学教育工作者面

前的时代命题。

张小康介绍，近年来，

赣南医学院紧紧围绕地方

疾病防治和产业发展需

要，结合赣南地区地域特

点，积极打造特色科研创

新平台，产出高水平科研

成果。学院成立了国家中

药现代化工程技术研究中

心——客家中医药资源研

究分中心等 2 个国家级合

作科研平台，打造了心脑

血管疾病防治教育部重点

实验室、江西省医用组织

工程材料与生物制造重点

实验室等 25 个省部级科

研平台。在心脑血管疾病

防治、赣南油茶医药保健

及功能产品、地中海贫血

遗传防治、尿路结石现代

治疗、赣南特色中草药研

究与开发等领域形成了自

身特色与优势，取得了一

批标志性成果。

作为赣粤闽湘四省通

衢区域医疗中心，赣南医

学院第一附属医院在党建

引领下，在领先发展、科

学发展和高质量发展的道

路上奋勇向前。张小康介

绍，近年来，赣南医学院

第一附属医院在微创泌尿

外科手术系统、地中海贫

血基因检测技术等临床医

学技术进行创新和应用推

广；在心脑血管疾病防治

教育部重点实验室、国家

老年疾病临床医学研究中

心江西分中心等三大重点

学科平台建设迈出坚实步

伐，随着最新一代达芬奇

（XI）手术机器人上岗、

首例“试管婴儿”顺利诞生、

空地一体化紧急医学救援

合作服务项目正式落地，

医院的七个重大技术项目

进展顺利。大大推进了“健

康江西”建设。

“医学院校培养的是

人民健康守护者，必须要

契合人民群众需求。那么，

人民群众的需求是什么

呢？没有调查，就没有发

言权！”张小康介绍，赣

南医学院为了解社会需要

什么样的医学人才、应具

备怎样的知识结构、掌握

哪些技能等问题，组织专

门工作人员深入赣南基层

开展大调查，并根据调查

结果，推进创新医学人才

培养计划。

例如：针对赣南部分

乡镇卫生院无执业医师、

无主治医师、无全科医师

的现状，赣南医学院与赣

州市人民政府合作，连续

为赣州市“订单式”培养

全科医学人才，使赣州市

每个乡镇卫生院至少有一

名全科医师，为全国开展

农村订单定向医学生免费

培养积累了经验、提供了

借鉴；依托国家教育体制

改革试点项目和国家卓越

医生培养计划项目，该校

持续深化农村订单定向医

学人才培养机制体制改革，

探索和形成了“131”（一

个目标、三个建设、一个

机制）农村订单定向临床

医学专业人才培养模式。

“全面推进‘健康中

国’建设对医学教育提出

的时代命题，提高医学教

育能力、加快医学教育改

革、推进产教融合，时不

我待。”张小康表示，新

时代，面对人民群众对健

康提出的新需求，赣南医

学院将优化医学人才供给

结构，提高生源质量，吸

引优质生源报考。

张小康进一步介绍，

面对基层需求，赣南医学

院加大了全科医学专业招

生力度，并在全科医学人

才培养中，加快培养“小

病善治、大病善识、重病

善转、慢病善管”的防治

结合全科医学人才；为应

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带来

的挑战，加强公共卫生人

才培养体系建设，强化预

防医学本科专业教育，优

化课程设置，促进公共卫

生与其它学科交叉融合。

此外，赣南医学院还在深

化实用型、复合型医学人

才培养，加大临床医学硕

士培养规模的同时，加强

现代产业学院建设，做强

智能医学产业学院和生物

医药现代产业学院，培养

医工、医理交叉融合的复

合型医学人才。

“ 我 们 的 使 命， 是

培养更多符合时代发展和

人民群众需求的医务工作

者。”张小康说。

医师报讯 （融媒体记者 张艳萍 尹晗 胡海

燕）她创建于著名的红色故都、人民卫生事业初

心使命的孕育地、共和国卫生健康部门的发祥

地、“红医精神”的发源地——江西赣南；抗

战时期，她辗转多地，始终坚持办学，砥砺前行。

她坚定“扎根基层，服务赣南红土地健

康事业”的理想信念，传承“红医精神”，

经过几代人的努力，为赣南地区医学人才培

养做出巨大贡献，成为江西省“双一流”建

设高校。

2021 年，她迎来了自己的新掌门：赣南医

学院党委副书记、院长张小康。采访中，张小

康向《医师报》记者自豪地介绍，2023 年 2 月，

在江西省最新发布的《江西省“十四五”时期

高等学校设置规

划》中，赣南医

学院计划更名为

赣南医科大学。

这所历经八十余

载风雨的医学院

校，将以崭新的

姿态腾飞，惊艳

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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