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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医师自己的报纸！听医生说话  为医生说话
说医生的话  做医生的贴心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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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75周年

在刚筹备重症医学科时，

很多人并不看好熊滨的这个

决定。1994 年，29 岁 的 熊

滨受医院委派到广州医学院

（现广州医科大学）举办的

国家第一批重症班学习。

“那期学员不多，印象中不

足 10 人。”据熊滨回忆，

即便是当时开设重症医学培

训班的广州呼吸疾病研究所

也只有 4 张重症监护床位。

在为期 4 个月的培训班期

间，他们应用的是将临床专

家国外经验汇总而成的油印

教案。而也正是这 4 个月的

学习培训，在熊滨的心里埋

下了一粒种子。想到自己的

医院重症救治能力不足，且

分散在各个科室救治，熊滨

觉得有必要成立一个专门救

治重症的单元。

1999 年 3 月，广西壮族

自治区人民医院内科 ICU 成

立，熊滨是科室仅有的两名医

生之一，不少专家都对这个稚

嫩的科室存观望态度：“你们

这么年轻，经验够吗？”……

不信任的声音并没有让熊滨

迷失方向，反而更使他坚定

了要把重症医学科干好的决

心。“我的信念是要不就不

做，要做就一定要坚持下去，

尽我的能力做到最好。”熊

滨表示，在因工作感到疲惫

时，他常用北京协和医院陈

德昌教授的经历激励自己，

“陈教授也是在近 50 岁的时

候转行做了重症，难度更大，

我们当时才不到 40，迎接一

个新的挑战应该更有干劲。”

时间从来不语，却回

答了所有问题。随着临床

实践的丰富，重症患者集

中救治跟非集中救治之间

的效果差异有目共睹，熊

滨及其团队越来越多地为

各科室主任所信任。“当

初来的病号是各个科认为

没有什么希望的才会被送

过来，而当我把他们救活

的时候，专家们的观念就

会发生改变，而只要建立

了信任，他就觉得你值得

依赖。”

作为一名医生，最有

成就感的瞬间，就是成功

挽救每一名患者的生命；

最为无奈的瞬间，便是想

做治疗而没有设备时。为

了无愧于每一名患者，熊

滨先后引进了一系列诊疗

设备，并带头进行顶尖技

术的学习和钻研。。为了

降低患者院内感染的发生

率，他考察了国内外的各

类层流病房，最终率先开

设了区内首个全层流病区。

为顺利挽救更多患者的性

命，他带头钻研积极开展

体外生命支持技术，至今

一共完成 ECMO 病例 800 余

例，2020 年新冠肺炎疫情

暴发以来，熊滨及其团队

应用体外生命支持技术在

疫情防控、危重患者救治

以及重症 ECMO 专项技术培

训等方面取得显著成绩，

并获评中国医师协会体外

生命支持年会“2022 年度

飞跃中心”“2022 年规模

中心”。

“要说重症医学发展

最重要的，还是人才的培

养。”熊滨曾在接受采访

时分享了一个故事。有一

次，一位刚来科室三天的

年轻医生来向熊滨请辞，

问及原因，年轻医生向熊

滨表示，他承受不了在 ICU

面对那么多生离死别的压

力，更受不了熬夜通宵的

压力。“重症的值班是真

的不能合眼，患者病情随

时都有可能发生变化。”

熊滨向记者解释道，也正

因如此，熊滨对每一位留

在 ICU 的医生和护士都倍

感珍重。

要想承担起救治全院

最重患者的重任，就要有

全院最专业的医护团队，

也正因如此，熊滨在科室

团队建设和人才培养方面

下了很大的功夫。在科里，

一听说熊滨要查房，大夫

们都非常紧张。熊滨在查

房期间，科室医生不允许

现场看病历、查资料，主

管医生要对患者的病情变

化、检查结果熟记于心。“只

有这样，才能体现对生命

的尊重。”在治疗方案的

选择上，熊滨则会给予最

大程度的自由。他不会特

别指令或者要求要怎样治

疗，而是更期待主管医生

能对患者有更多主动的思

考与探索。

在熊滨的带领下，多

位知名专家和中青年学术

骨干共同汇聚于此，共同组

成 ICU 学科梯队、构筑广大

重症患者的生命屏障：黄寨

多次负责区内公共事件重

伤员的抢救，同时承担广西

危重孕产救治中心重症单

元的管理运行，成功抢救区

内多名危重孕产妇；韩林作

为第一批援鄂医疗队驰援

武汉，获得湖北省授予的

五一劳动奖章；；向淑麟被

评为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个

人……这支队伍之所以能

充满激情与活力、随时待命，

与熊滨在建科之初为其注

入的灵魂密不可分。

经过 20 余年的发展，

熊滨带领的广西壮族自治

区人民医院 ICU 已经成长

为区内重症医学领头羊，

各项救治技术在区内领

先，常奔赴区内各地市联

合抢救、转运急危重患者，

极大提高危重患者的抢救

成功率。通过举行“党旗

领航，重症基础技术走基

层”、举办国家级和自治

区级各项重症理论技术培

训班、开展重症 ECMO 专

修班，以及全年接收进修

生等形式培训大量 ICU 医

护人员，指导区内基层医

院 ICU 建设，并与基层单

位建立长期稳定的业务

和学术联系，推动了全区

ICU 的发展。

如今，已担任广西医

学会重症医学分会主任

委员、广西重症医学质

量控制中心主任的熊滨，

身后带领的不仅仅是区

医院重症医学科的发展，

更是心系整个广西重症

医学科的未来。熊滨表

示，地属老少边穷地区的

广西面临着重症医学发

展不均衡的问题，尽管南

宁、 桂 林、 柳 州 等 大 城

市的医疗发展规模较好，

但一些县级医院仍有明

显的差异，甚至有一些医

院存在人员不足、设备

不足、经验不足的问题，

因此“补短板，抓基层”

是能让广西重症医学发

展得到提高的重要举措。

为了实现这一目标，熊滨

表示，秉持着持之以恒、

精益求精的态度，投入

到推动广西重症医学事

业发展的工作中去！

用实干赢得信任用实干赢得信任

用仁心构筑屏障用仁心构筑屏障

用恒心书写担当用恒心书写担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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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不就不干，要干就要干到最好。”秉承着

这一信念，他敢为人先，在区内率先创建广西第一

家完善及系统化配置的 ICU 专科；他一以贯之，经

过 20 余年努力，带领团队将科室发展成为综合实

力领先的自治区临床重点专科、广西医疗卫生重点学科。从 4

张床、9 名医护，发展到百余张床位、255 名医护，他陪伴广

西壮族自治区重症医学科走上蓬勃发展之路，他就是广西壮族

自治区人民医院副院长、重症医学科学科带头人熊滨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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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 年 是 中 华 人 民 共

和国成立 75 周年，是实施

“十四五”规划的关键一年，

也是卫生健康事业改革创新、

强基固本、全面提升的重要一

年。为庆祝第七个中国医师节，

弘扬中国医师精神，同时深

入贯彻国家卫健委、教育部

等 13 部门联合印发的《关于

开展“关爱生命 救在身边”

活动的通知》，《医师报》

联合中国医药卫生文化协会、

中国健康促进与教育协会、中

国医药卫生事业发展基金会，

将启动 2024“健康中国 你我

同行·关爱生命‘救’在身

边”——全国地铁联动主题公

益巡展活动！

在以往策划的基础上，

此次影响意义更深远。活动

规模和影响力将持续提升！

活动将涉及更多城市和地铁

线路，形式将以巡展、论坛、

科普大赛、短视频等更多样化

呈现。从现在开始到 8 月份，

活动征集全面启动，覆盖全社

会人群！

该活动至今已连续举办

3 年，被评为 2021 年国家卫

生健康委委管出版物主题宣

传优秀成果之品牌公益活动；

并获 2021 年度“第十七届中

国公共关系行业最佳案例大

赛”公益传播类 - 铜奖。

回顾 2023 年，一个月的

时间里，北京、上海、广州、

杭州、成都、长沙、厦门七个

城市发出 10 条线路，12 趟专

列，搭载1560张公益巡展海报。

包含 11 位两院院士、128 位院

管专家、220 位学科带头人，

5000 余人次的海报，以医者的

专业形象为健康代言，营造全

社会尊医重卫的良好氛围，架

起沟通医患的桥梁。

同时，4 个视频同步在

北 京 地 铁 1、2、5、8、10、

13 号线和八通线的 13000 台

地铁电视，进行为期 20 天、

每天多次的同步轮播。超过 2

亿乘客与此次公益海报偶遇

相约。

第十二届全国政协副主

席韩启德院士曾这样评价：“健

康中国 你我同行”这样的活

动，宣传中国医生，动员广大

公众一起积极投入健康中国

行动，是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

执 行 社 长 张艳萍　13269981809

副  社  长 许奉彦　13693357499

副 总 编 辑 陈　惠　13520273543

总 编 助 理 裘 佳　15110105642

                     王丽娜　13488704708

品牌部主任 王 蕾　15010003324

总编办主任 于　永　13911049088

联系方式主办单位：《医师报》社

                  中国医药卫生事业发展基金会

                  中国医药卫生文化协会

                  中国健康促进与教育协会

协办单位：各地的卫生健康行政部门、医疗

                  行业学 / 协会、 医疗机构等有志

                  于健康中国建设的同道

活动形式（拟）：全国各城市地铁

展示时间：2024 年 8~9 月

推广宣传：

1. 在各主办方平台建立活动的专题展示页面； 

2. 国家主流媒体以及在其他行业主流媒体、新媒体平台  

     多方展示； 

3.《医师报》、医师网、医 TV 等医师报

      全媒体平台及 60 多个第三方平台端口进行广泛宣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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