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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王景福带着一

颗归零的心态和满腔热血来到

“山肿”，决定在这里从零

开始，打造一支专业的儿童

肿瘤专科团队。“你来医院，

我们一定会全力支持你，给

你增编制、买设备、扩床位，

只要是儿科需要的，医院都

会优先考虑。”于院长的这

句话是王景福的“定心丸”，

他看得出，医院之所以排除

万难也要建立儿童肿瘤专科，

看重的是提升一所专科医院

的综合实力和儿童肿瘤诊疗

的社会效益。

平地起高楼不是一件易

事。在王景福最初的建科规

划方案中，决定从人员、规模、

技术三方面入手，一步一个

脚印稳扎根基。“初建科时，

我们只有 5 名医生，其中 3

名是新招聘，2 名是借来的，

护士也招不到，只好临时从

其他科室抽调来。后来护士

长告诉我，几乎来到这里的

护士都累哭过。儿科又苦又

累，大家不愿意来，我是理

解的。”王景福说到。

由于儿童肿瘤与成人肿

瘤的发病机制、治疗策略都

不尽相同，儿科的医护们需

要付出比别的科室人员更多

的精力和耐心。王景福告诉

记者，很多医院认为儿科普

遍效益差，都不愿扩大，制

约发展。但于院长常说 :“与

经济效益相比，我更看中社

会效益，能救助多少患儿”。

从最初的建科到后来的发展，

医院要物给物，要人给人，

要病床给病床。

所需设备更是从最初连

最基本的输液装置都没有，

四年间，他从零开始把技术

逐一铺开。他说：“其他医

院有的，自己一定要有，其

他医院没有的，自己一定要

争取最先有”。

1999 年毕业后，原本

专业是日文医学的他，找工

作时却误打误撞进入小儿外

科领域，二十多年来，从事

小儿外科这份工作的辛苦程

度，他最有体会。虽说从医

者都要面临体力上的挑战，

累点于他来讲不算什么，最

让他感到无力的是，随着儿

童肿瘤不断深入，他观察到

我国儿童肿瘤术后疗效并不

好，患儿常常面临肿瘤复发，

且有好多问题需要解决，后

来他读硕士和博士便选择了

肿瘤学，方向是儿童实体瘤

的综合治疗。多年来，如何

能进一步提升诊疗效果，是

他一直思考的问题。

“山肿”作为山东省

唯一一所肿瘤专科医院，一

直没有儿童肿瘤专科，很多

儿童肿瘤只能选择去综合医

院，但综合医院往往又不擅

长儿童肿瘤的诊疗，这让当

地的患儿家庭陷入就诊两难

的处境。

王景福个人专长是小儿

外科，尤其是儿童实体瘤，

随着他对儿童肿瘤认知的不

断加深，他深知仅依靠手术

治疗的效果收效甚微，唯有

外科和内科治疗的综合诊

疗，才能真正提升患儿的整

体治愈率。

建科时，他对科室的诊

疗流程就提出了基本要求：

要为收治的每一例患儿实行

真正的全病程管理。这意味

着，来到科室的每一位患儿，

从前期的系列诊断检查，到

中期得各类治疗，包括外科

和内科治疗，以及后续的随

访管理，都要严格做到无缝

衔接，且最大程度减少患儿

在治疗过程中无效的等待时

间。他这么做的目的是坚决

不让患儿为做一项检查，为

等一次手术，四处奔波耗时、

耗财、耗力。

可是，这样的诊疗模式

即便是北上广等大型专科医

院也鲜有能做到这点。但四

年来，王景福带领的这支年

轻的团队却做到了。了解王

景福工作日常的人都知道，

他几乎每天早上六点到医

院，后半夜才能下班休息。

他不是在门诊被患者“包围”

就是在手术室的无影灯下埋

头苦干，刚脱下白衣，就换

上手术衣。只要是他答应给

做的手术，不管多晚多累，

都要完成。他知道，每个家

庭都是携家带口千里奔赴，

他深知社会上的家长不易，

作为患儿的家长更不容易，

作为医生，与他们互相理解、

共情很重要。

如今，科室能顺利高效

运转，背后是他作为创科主

任承受了体力和精神上的巨

大压力。王景福坦言：“这

是一份很辛苦的工作，也是

一份可以收获成就感的工

作。辛苦，自然是工作繁琐，

24 小时待机，随时要处理

患儿突发情况，还要照顾好

患儿及家长的焦虑情绪；当

然也不都是辛苦，也常会收

获成就感，当你救治好一个

患儿，看到家长脸上的放松

的表情，就是我们的喜悦。”

常怀悲悯之心的他，也

常常感叹一个个幼小的生

命是脆弱的，也是很顽强

的。“每个人的工作都很

辛苦，有时怀揣一点小梦

想、小情怀，有点阿Q精神，

就不会觉得苦了。”他淡

然地说道。

在他眼中，一个现代化

的儿童肿瘤科，一定要具备

“一站式”的综合治疗模式。

“一站式”的综合治疗能够

开展的核心要具备开展全部

诊疗相关技术的能力和人

员。他指出，目前并不是所

有地区都具备这样的能力，

一是我国地区差异较大，沿

海发展相对于大西北发展要

早一些；二是理念和专业知

识差异，即使从事儿童肿瘤

专科的医生也是有差别的，

因为有的医生一年才治疗几

个患儿，很难形成新的治疗

理念。此外，好多医院没有

儿童肿瘤专科，患儿只能成

人科室接受不规范的治疗；

三是技术差异，各个医院及

科室发展不平衡，很多技术

无法开展，导致了患儿很难

得到全面治疗。

在儿科肿瘤领域，王景

福通过长期的反复思考，不

断从临床外科和内科两个

方面进行有机整合，从综合

治疗角度做治疗策略的改

进。王景福介绍，从外科

角度，主要包含技术和理

念两方面。技术上要做到

尽可能完整切除，减少并

发症，还要考虑功能重建，

提高生活质量 ; 理念方面，

医生时刻要有“无瘤原则”，

基于患儿最大收益，选择

手术时机和范围；在内科

方面，基于不同药物组合，

进行合理的治疗策略设计，

开展更多中心、高水平临

床试验 ; 此外，对于难治病

例，进行分子检测，基于

分子结果开展靶向或免疫

精准治疗。

“现在，科室每天在院

患儿达 300 余人。这里的患

儿是全国最多的，这点毫无

疑问。但相比于追求第一，

我觉得应该要时刻追求更

好。我常和科室的同事说，

这个病需要什么技术，我们

就开展什么，围绕着病来。

比如神经母细胞瘤，诊断

包含 :活检技术、病理分型、

分子检测、微小病灶检测、

特 异 性 影 像 检 测 (1231-

MTBG 和 18F-NOTA)； 治 疗

包含 : 放化疗和手术、干细

胞移植、分子靶向、免疫和

靶向药物、核素治疗。其

中涉及方面很广，又复杂，

但我们单中心均可独立完

成。”王景福告诉《医师报》

记者。

“现在我们已完成从

1 到 100 的 转 变， 未 来

三 年 计 划 建 立 儿 童 肿 瘤

中 心， 该 中 心 正 在 筹 建

中，主要包含：儿童血液

病区，实体瘤化疗和手术

病区，放疗病区，移植病

区，新技术和临床试验病

区，儿童安宁疗护病房，

独立手术室，科研转化实

验室等。”

这是儿童肿瘤学科发展

的未来出路，一是要依靠儿

童肿瘤专业学会或发展好的

中心，牵头发起高水平的临

床研究 ; 二是国内药厂独立

研发，针对儿童肿瘤的靶向

药物，并开展相关临床研究，

但这条路任重而道远。他说，

所谓医生的喜悦和成就感，

就是源自于能帮助患儿解决

一些问题，比如帮助家长放

下心理负担，纠正一些不必

要的治疗，提供一个正确的

医疗方向，或者只是让这群

孩子们在人间多停留一下。

王景福时常这样鞭策

自己：“面对这个特殊群

体，有过‘拯救孤岛上的

人’的成就感，而多时却

是‘拉不上岸’的无奈。

虽然困境重重，但心中的

愿 景 还 在， 唯 不 能 丢 下

的 : 抖落身上的冷气，一

心向上，如萤火一般，温

暖他人！”

从 0 到1  打造山东省儿童肿瘤诊疗新高地从 0 到1  打造山东省儿童肿瘤诊疗新高地

从 1 到 100  全程综合施治不走弯路从 1 到 100  全程综合施治不走弯路

追求更好   而非成为所谓的“第一”追求更好   而非成为所谓的“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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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师报讯 （融媒体记者 秦苗）小小的光头、大大的

肚子、黝黑的皮肤、骨瘦嶙峋的小身躯……当山东省肿

瘤医院院长于金明院士来到这个科室后，看到这里一个

个小患者的模样时，即便是见惯了生离死别的场景，也

不免触动到他内心最柔软的部分。他懂得，这一张张幼稚的笑脸的

背后，是用自己幼小的身躯独自抵挡肿瘤的侵袭的苦难。

三年前，于院长为填补山东省肿瘤医院（“山肿”）儿童肿瘤

学科的“空白”，暗自发誓，就算排除万难，也要组建一支儿童肿

瘤诊疗团队和专业的科室。为此，他曾“三顾茅庐”，亲自力邀天

津市肿瘤医院工作的儿童肿瘤专家王景福教授来帮助他一同完成这

个愿望，期望能合力组建一支儿童肿瘤的专业团队，为山东乃至周

边的患儿家庭摆脱看病难的困境。

“组建一个科室资金是次要的，关键是找到专业的人才，建立

一支专业的团队才是根本。王景福教授是国内儿童肿瘤领域的专家，

他自身技术过硬，具备先进的外科技术和综合治疗理念。但更让我

看重的是，他有一颗对患儿的悲悯之心。”于院长说道。

医医师自己的报纸！听医生说话  为医生说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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