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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 们 是 与 死 神 博

弈 的 指 挥 官， 是

改 革 浪 潮 中 破 冰

前 行 的 领 航 者，

也 是 深 夜 办 公 室

里 为 年 轻 医 者 点

亮明灯的引路人。

从 青 丝 到 华 发，

她 们 用 女 性 特 有

的 韧 性， 在“ 玻

璃 天 花 板” 上 凿

出璀璨的星光。

这 不 仅 仅 是

一 组 人 物 志， 更

是 一 部 当 代 医 疗

界的“她叙事”。

在 第 115 个

“ 三 八” 国 际 妇

女 节 即 将 来 临 之

际，《 医 师 报》

记 者 通 过 采 访 记

录 6 位女院长的职

业 轨 迹， 聆 听 那

些 藏 在 听 诊 器 后

的 心 跳 声， 解 码

那 些 写 在 值 班 日

志里的领导哲学。

当 医 疗 界 的“ 她

力量”凝聚成炬，

照 亮 的 不 仅 是 诊

室里的方寸之地，

更 是 整 个 行 业 通

往未来的航道。

20 世 纪 90 年 代，

医疗行业对女性的偏见

依然清晰可见。那时，

女性的体力与决策力常

被质疑。天津市眼科医

院名誉院长王雁并未让

这些陈词滥调成为前行

的枷锁，她用 40 余年时

间，成长为眼科著名临

床专家、研究者，也曾

担任管理者，走过了不

一样的路程。

“单打独斗的时代

早已远去，如今，我们

依靠的是团队的力量。”

她认为，共情力是最佳

的团队黏合剂，而在精

准医疗时代，女性的敏

锐与韧性正成为不可或

缺的力量。

耐力与坚持
深夜，电话铃声划

破寂静。凌晨两点，王

雁与团队仍在研讨一个

棘手的医学难题。这并

非偶然，而是她们工作

的常态。此时的王雁正

率领一支以女性为主体

的科研团队，携手清华

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

学等高校团队，攻克致

盲性眼病圆锥角膜早期

诊断这一世界性难题。

其研究成果荣登“2024

年眼科学中国十大原创

进展”，为致盲性眼病

的临床治疗开辟了新径，

带来了希望之光。

“女性的共情力和

协作能力，是我们在学

科交叉中取得成功的关

键。”她坦言。在医学

与人工智能、生物力学

等领域的跨界合作中，

女性展现出独特的优势：

善于倾听，理解合作方

的专业特点；耐心沟通，

不厌其烦地解释医学难

题；坚韧不拔，在无数

个深夜中坚持探索。

“ 隔 行 如 隔 山，

跨学科合作是巨大的挑

战。”她回忆道，“但

女性的‘黏性’让我们

能够团结不同领域的专

家，共同聚焦问题。”

这种“黏性”，源于她

们的同理心和耐力。她

们设身处地为合作方着

想，并以耐力推动项目

前进。

在积累中突破

这种坚持，不仅源

于专业能力，更源于她

们对患者的人文关怀。

“我们共同的初衷，是

为患者解决难题。”她

强调，“正是这种情怀，

支撑我们不断前行。”

团队中的女性科学

家们，用行动诠释了这

种特质。她们在精细操

作、耐心观察和持续探

索中，突破了医学领域

的多个难题。“眼科领

域需要细致和耐心，这

正是女性的优势。”她说，

女性不仅有耐力，还有

爆发力，会在积累中实

现突破。“攻坚克难，

需要耐力。”她总结道，

“而女性，恰恰拥有这

种力量。”

“ 有 时 治 愈，

常常帮助，总是安

慰。” 这 句 话 在厦

门大学附属第一医

院党委副书记、厦

门市第三医院执行

院长林勤心中，生

根 发 芽，“ 这 不 仅

是医疗的核心本质，

也是女性医者的独

特优势。”她认为，

女性特有的细腻与

共情力，让她们更

能深入患者的内心，

搭建起信任的桥梁，

提供更具温度的治

疗方案。

在 她 看 来， 女

性的柔软不是弱点，

而是一种坚韧，是

力量的另一种形式。

从“执行者”到“决策者”
林 勤 的 职 业 生

涯，充满了突破与

蜕 变。35 岁， 她 担

任科室副主任（主

持 工 作）， 开 始 思

考如何将个人所学

转化为团队的力量；

39 岁， 获 得 厦 门

大学博士学位，并

赴安德森癌症中心

（M.D. Anderson Cancer 

Center）访 学， 带 领

团队开展分子影像

引导的立体定向消

融放射治疗，跻身

中华医学会放射肿

瘤治疗学分会委员，

成为医院最年轻的

具有国际视野的科

主任及全国委员；

41 岁，成为厦门大

学附属第一医院党

委副书记，从科室

到全院，她的角色

从“ 执 行 者” 转 变

为“决策者”。

“ 领 导 力 不 是

高高在上的职位，

而是责任和担当。”

林勤将自己的领导

风格定义为服务型

与民主型的结合。

“女性领导者往往更

注重团队的成长与

患者的需求，同时

善于倾听与协调。”

用韧性跨越障碍

在 多 学 科 协 作

诊疗项目中，林勤

更是展现了女性的

直觉与韧性：整合

肿 瘤 科、 影 像 科、

病理科等资源，打

造以患者为中心的

诊疗模式。在她的

推动下，团队在创

新中不断突破，更

多疑难杂症迎刃而

解，患者的预后生

活质量显著提高。

她 强 调， 女 性

的直觉与韧性，让

她们在解决问题时

更具洞察力与灵活

性。“ 我 们 不 仅 关

注结果，更关注过

程；不仅追求效率，

更注重温度。”

用 专 业 打 破 偏

见，用韧性跨越障

碍—这是林勤对医

疗行业女性同行的

寄语，也是她自己

的 真 实 写 照，“ 无

论面对多大的挑战，

请相信自己的力量。

我们的每一份努力，

都在为医疗行业的

进 步 贡 献 力 量。”

她希望，每一位医

疗领域的女性都能

在岗位上绽放光彩，

用专业与韧性引领

变革，为行业和社

会创造更大的价值。

从 业 33 载， 青

岛市市立医院（集团）

副总院长刘学东 将

希波克拉底誓言、医

疗卫生政策与临床指

南视为职场突围的灯

塔。在她看来，真正

的领导力并非一蹴而

就，而是需要“以情

待人，以数据服人”。

女性在医疗管理中的

优势在于能够以情动

人，通过细致沟通和

调研，打破部门壁垒，

达成共识。

“沟通风暴”的破局者
故 事 发 生 在 一 次

突如其来的“沟通风

暴”中。一名年轻男

医生在急诊室的紧张

氛围中情绪失控，与

患者家属发生冲突。

这一幕，被家属记录

并发布至网络，舆情

迅速发酵。医院职能

部门多次介入，试图

平息事态，但家属坚

持要求医生当面道歉；

而医生认为受到了不

公正对待，拒绝道歉。

面 对 僵 局， 刘 学

东选择“以情服人”。

当年轻医生梗着脖子

质 问“ 公 平” 时， 她

将急诊科的工作案例

一一展示给这位年轻

医生：“多少重症患者

是你加班加点救治回

来的？现在你要让一

个舆情事件定义你的

价值，值当不值当？”

原本怒目圆睁的年轻

医生，20 分钟后放下

成见，与患者家属坐

下 来， 面 对 面 沟 通。

经过一番诚挚的交

流，双方终

于解

开了心结，握手言和。

以 柔 克 刚， 这 是

刘学东的管理智慧。

她将科室微信群名定

为“ 好 人 有 好 报”，

寓意帮助别人就是帮

助自己。在这个群里，

大家不仅分享工作信

息，还会为遇到困难

的同事提供帮助和鼓

励。 她 说：“ 善 良 是

一种选择，而我们的

团队，想不善良都难。”

打破传统偏见

随着医疗行业的精

细化管理日益成为主流，

共情能力在危机处理中

愈发显得弥足珍贵。

尽 管 社 会 倡 导 男

女平等，但传统观念

依然根深蒂固，认为

女性应更多地承担家

庭责任，而职场中的

高强度工作则更适合

男性。但在刘学东看

来，通过不断学习与

心态调整，女性完全

有能力应对职场中的

种种挑战。女性的共

情 力、 细 腻 度、 勇 敢

与韧性，是她们在职

场中独一无二的财富。

此外，刘学东还强

调，建立支持系统对女

性职场发展至关重要。

找到可以倾诉的对象，

找到能够引领自己前行

的导师，这些都能让女

性在心理与生理上更好

地应对压力与

困难。

当 几 位 男 同 事 主

动提出“要爱护女同

志，别给太大压力”时，

这种看似善意的体谅

引起了东莞市儿童医

院（东莞市第八人民

医院）副院长李宁的

警觉：这恰恰折射出

职场对女性抗压能力

的隐性偏见。作为医

院领导班子中两位女

性成员之一，李宁深

知，女性特有的情绪

感知力和沟通韧性，

正是化解刚性管理矛

盾的利器。

大姐姐式领导力
李 宁 将 自 己 的 管

理风格定义为“大姐姐

式领导力”。她在新生

儿科工作的日子里发

现，细致入微的观察往

往比强势的指令更加

有效。这种理念在她成

为管理者后得到了进

一步的升华。面对一个

因沟通不畅而频频受

挫的年轻下属，李宁开

启了“婆婆妈妈”模式，

频繁地跟进进度，无论

是当面沟通还是电话

交流，她都乐此不疲。

最终，她用连续多日的

“碎碎念”促成团队间

的正反馈氛围，展现了

女性管理者独有的细

腻与坚韧。

李 宁 认 为， 女 性

管理者的敏感并非负

担，而是质量控制的

天然优势。在她的推

动下，团队建立了“沟

通反馈机制”，确保

年轻医护的困惑能够

及时得到回应。

这 种 柔 性 管 理 理

念在医院内部得到了

充 分 体 现。 例 如， 医

院设立了院内托育所、

寒暑假研学营等，为

女性医务工作者提供

坚实的后盾。李宁强

调：“真正的性别平等，

不是特殊照顾，也不

是降低标准，而是创

造一个让每个人都能

发光的环境。”

“双岗”模式
对 于 女 性 医 者 来

说，白大褂与育儿经

的碰撞是必经的淬炼。

在 30 岁成为母亲的那

年，李宁经历了职业

生涯中最为艰难的时

光：完成一天的医疗

工作后，晚上赶回家

哄睡孩子，然后再返

回医院病房进行二次

查房；最忙碌的时候，

她甚至三天内只睡了

不到十个小时，每顿饭

的时间都被压缩到五

分钟以内。这样的“双

岗模式”持续了整整

1460 天，她的体重在

一年内骤降 13 斤，血

色素也一度低至八克。

真 正 的 考 验 在 孩

子三岁那年悄然降临。

孩子的分离焦虑期与她

的住院总医师阶段重

叠，这让她不得不采用

“碎片化陪伴法”，让

家人带孩子到她的办公

室短暂相聚。“哪怕只

有五分钟，也能缓解孩

子对母亲陪伴的需求。”

有 次， 孩 子 看 到

保温箱里的早产儿时，

脱 口 而 出：“ 妈 妈，

我很幸福，一生下来

就在妈妈的怀抱；但

是这些宝宝好可怜，

这么小就住保温箱，

你一定要对他们好。”

这句话给了她坚持下

去的动力。她知道，

身教胜于言传，自己

的拼搏精神也会感

染到孩子。“女性要

在这条路上走下去，

必须付出比男性更

多 的 努 力。” 但

每当看到患儿在

她 的 努 力 下 康

复出院时，那种

无与伦比的喜悦

便会驱散所有

的 疲 惫。 她

说：“ 这 种

时刻，是值

得 我 用 所

有努力去

换来的。”

“妈妈，你老是

不陪我。”在寻常的一

天，孩子不经意间吐露

的心声，深深扎进了宁

夏医科大学总医院副

院长陈娟的心里。

角色转变是她面

临的最大难题之一。

从“精而深”的专业

领域，到“广而博”

的管理岗位，她需要

在专业与管理的双重

角色中找到平衡。“这

种转变不仅带来了心

理上的挣扎，也让我

在家庭陪伴上做出了

取舍。”她说道。

在压力中坚守
陈 娟 从 未 因 为

家庭责任而让职业的

热情减退。她选择以

开放的沟通和高质量

的陪伴，让孩子逐步

理解她的工作。她会

带着孩子一同出差，

或是带孩子来到办公

室，亲眼见证自己工

作中的点滴。“起初，

孩子以为妈妈的缺席

意味着忽视，直到亲

眼看见我的日常，那

份不解渐渐化作了理

解。”陈娟说。与此

同时，丈夫与父母主

动承担起更多家务与

育儿重任，为她提供

了坚实的家庭支持。

即 使 如 此， 她

仍会在某个瞬间感到

内心的拉扯，比如孩

子开学前夕，她却因

公务在外。那一刻，

她不禁问自己：“我

是不是应该多陪陪家

人？”深思熟虑后，

她依旧坚守岗位，因

为她坚信，这份坚持

不仅是对自我价值的

追求，更是给孩子树

立勇于追梦、勇于担

当的榜样。

“ 我 常 对 孩 子

说，热爱之事，就要

勇敢去追，正如

妈妈所做

的一样。”她希望，

通 过 自 己 的 实 际 行

动，让孩子明白，梦

想与责任并行不悖，

都 是 生 命 中 不 可 或

缺的部分。

在细节中突破
谈及领导风格，

陈娟以“细致、实干

和钉子精神”自勉。

作为女性管理者，她

认为细腻与耐心是她

的独特武器。她深入

科室，对每一处细节

了如指掌，甚至对人

员配置和专长分布都

一清二楚。“我甚至

有时候比科主任还清

楚他们科室的情况。”

这份细致，让她能迅

速洞察问题，提出切

实可行的对策。

在 推 动 学 科 交

叉 融 合 中， 陈 娟 用

“ 钉 子 精 神” 一 步

步 攻 克 了 难 题。 面

对 科 室 之 间 的 壁 垒

和资源分配的矛盾，

她没有退缩，而是花

费近半年时间，深入

调研，绘制出一幅医

院 学 科 人 才 与 专 长

图谱。在此基础上，

她 牵 头 创 建 了 九 个

学科群，集中优势资

源，打造了多个临床

与 科 研 高 地， 极 大

地 提 升 了 医 院 的 综

合实力和服务质量。

“没有深入调研与广

泛沟通，这一切难以

成真。”她感慨道。

对于医疗领域女

性后来者，陈娟的寄

语简洁而充满力量：“热

爱，就去行动。”这

不仅是对后辈的鼓励，

也是对所有职业女性

的激励：倾听内心声音，

勇敢追求自己的职

业梦想。

请
叫
我
院
长  

而
非
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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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

柔弱不是弱点  而是一种坚韧

1460 天“双岗”淬炼

组建一支女性为主的团队

主动选择  不贴“标签” 带着孩子去出差 她用 20 分钟化解  急诊室里的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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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妇女节A4~A5 关注

FOCUS

经过一番诚挚的交

流，双方终

于解

语简洁而充满力量：“热

爱，就去行动。”这

不仅是对后辈的鼓励，

也是对所有职业女性

的激励：倾听内心声音，

勇敢追求自己的职

业梦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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勇敢去追，正如

妈妈所做

王雁王雁

林勤林勤

李宁李宁

共情力是最佳的团

队黏合剂，而在精准

医疗时代，女性的敏

锐与韧性正成为不可

或缺的力量。

用专业打破偏见，

用韧性跨越障碍。

梦想与责任并行

不悖，都是生命中

不可或缺的部分。

善良是一种

选 择， 而 我 们

的 团 队， 想 不

善良都难。

真正的性别平等，

不是特殊照顾，也不

是降低标准，而是创

造一个让每个人都能

发光的环境。

家庭和事业可以

得到平衡，重要的

是，女性要自我觉

醒，知道自己想要

什么。

上海交通大学

医学院附属上海儿

童医学中心副院长

洪莉尽管将工作日

程排得满满当当，

生活却井然有序。

这一切的关键在于

选择与平衡。

研 究 生 毕 业

后，洪莉步入婚姻

殿堂，不久后又迎

来人生另一个重要

角色——成为母亲。

当时还是外科医生

的她，孕期依然坚

守岗位，直至产前

一周才暂别手术台。

产后仅四个月，洪

莉便带着母亲和医

生的双重身份重返

职场。她说，生育

只是她职业生涯中

的一个短暂休止符。

“女性要学会

取舍和平衡。”洪

莉分享道，“如果

你重视事业，就要

协调好时间和社会

资源，生育也是平

常事；如果更重视

家庭，愿意为之付

出更多，那也是一

种选择。家庭和事

业可以得到平衡，

重要的是，女性要

自我觉醒，知道自

己想要什么。”

从同事到“战友”
2020 年 底， 洪

莉迎来职业生涯的

新篇章——前往福

建参与筹建国家区

域儿童医疗中心／

上海儿童医学中心

福建医院，担任执

行院长。她与其他

三位同事组成核心

管理团队，尽

管此前四人

来自不同部

门， 但 需

要 共 同

承 担 这

项国家级

重点项目。

初 到 福

建， 他 们

面对的是

陌 生 的 工

作环境，

每天除了六小时休息

时间，其余时间全部

投入工作。洪莉迅速

找到凝聚团队力量的

方法：尊重每个人的

意见，发掘其优点，

并坦然接受不足；一

旦形成共识就迅速推

进落实。在她的带领

下，上海团队与福建

当地同事紧密合作，

从零起步，共同为

医院建设倾注心血。

很快，上海儿童医

学中心福建医院 /

福建省儿童医院的

建设取得显著成果，

赢得主管部门高度

肯定，以及当地老

百姓的口碑。

不需要贴“标签”
洪莉的管理哲

学，核心在于信任与

协作，她始终相信团

队的力量。相比于不

断“示强”，洪莉认

为有时“示弱”更为

智慧。她强调，学会

倾听不同的意见，才

能真正凝聚团队的力

量，“女性在提供情

感支持与团队合作方

面具备独特优势，这

正是医疗行业发展不

可或缺的要素。”

她相信，真正

的管理者并非事必

躬亲，而是要学会

选择做最重要的事

情，将工作任务授

权给信任的团队，

“只有充分发挥团

队的力量，才能真

正成为一名高效的

管理者。”

女性在成长过

程中，常被贴“标

签”——女性无需

争做“最优”，这

种潜移默化的影响，

往往会削弱她们的

进取心。在洪莉看

来，医疗行业评判

标准相对客观公正，

无论男女，只要付

出努力，都能摘下

属于自己的柳叶刀。

洪莉洪莉

陈娟陈娟

刘学东刘学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