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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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共同见证了学校百年华

诞的荣光，支持三全学院成功转设

为豫北医学院，携手推进学校更名

“河南医药大学”的历史性跨越。

近日与诸位毕业生促膝深

谈，字字句句间，深切感受到你

们对母校那份沉甸甸的眷恋。菁

菁校园里，处处烙印着你们青春

的足迹；南北大门处，“新乡医

学院”的校牌，已成为你们深情

凝望、定格芳华的热土。

“我们定会铭记师恩、回报

母校”的铮铮誓言，令我动容。

正是你们挥洒的汗水与不息的拼

搏，为校园注入了澎湃的活力；

正是你们破茧成蝶的华丽蜕变，

让师者的耕耘闪耀出无上荣光；

正是你们镌刻下的独特青春印

记，河南医药大学的星空才如此

璀璨绚烂，河南医药大学前景才

如此动人心弦。

毕业序幕已经拉开。当你们

奔赴世界各地，这支充满力量的队

伍，将成为河南医药大学担当社会

责任、服务国家发展的生动注脚。

临别之际，送你们三点期望一起共

勉：第一，做胸怀家国、信念如磐

的有志青年；第二，做脚踏实地、

知行合一的实干青年；第三，做本

领过硬、创新进取的时代青年。

作为河南医药大学首届毕业

生，你们肩负的不仅是个人理想，

更是打破“医不懂药、药不通医”

壁垒，开创“医药融合”新纪元

的历史使命！

未来，无论你们选择扎根基

层守护万家灯火，投身科研攀登

医学高峰，还是站上讲台培育杏

林新苗，请永远铭记：你们的背

后，是一所百年学府的厚重积淀；

你们的前方，是守护人民健康的

神圣征程。

打破壁垒  开创“医药融合”新纪元
▲河南医药大学首任校长  王福俤

“公”在心系苍生  “勇”在挺身担当
▲中南大学常务副校长、湘雅医学院院长  陈翔

王福王福俤俤 校长 校长

当你们即将从汲取智慧的

“受业者”向赓续文明的“传

承者”从容转身，从校园书斋

的“求知者”向躬耕社会的“创

新者”坚定跨越，从独善其身

的“小我”向心系家国的“大我”

庄严升华，如何实现好这些转

变与跨越？在此，我以三点期

望与大家共勉。

第一，做坚定自信的传承

者，以赓续中华文明之魂辉映伟

大时代。在北中医的学习经历，

对同学们而言，绝非只是专业知

识的积淀，更是深层次的文化浸

润与自信培养。从“大医精诚”

的职业品格到孙思邈“若有疾厄

来求救者，不得问其贵贱贫富”

的济世情怀，从“天人合一”

的系统哲思到《黄帝内经》“法

于阴阳，和于术数”的辩证智慧，

中医药文化深度塑造着你们“仁

心仁术”的立身品格，滋养着你

们谦和包容的处世智慧。

第二，做勇立潮头的创新

者，以笃行守正创新之道辉映伟

大时代。要以“融”突破。真

正的创新往往诞生在学科的边

缘地带，要敢于打破思维定式，

推动中医药与多学科深度交叉，

在不同维度的融合碰撞中催生

原创性突破。要以“汇”致远。

创新的疆域永远在已知之外，要

敢于跳出中医药看中医药，持续

推动中医药汇聚各行业、各领

域、各文化的智慧与精华。

第三，做挺膺担当的奋斗者，

以勇担复兴伟业之责辉映伟大时

代。未来 10~20 年，正是你们干

事创业的黄金岁月，也将是中国

式现代化从蓝图变为现实的关键

时期。伟大历史进程与人生历程

的同频共振，既是时代赋予的无

上荣光，更是历史交付的千钧重

担。同学们唯有把个人的理想追

求融入党和国家事业之中，方能

不负这个伟大时代。要向高处攀。

不仅要在专业领域深耕细作、追

求卓越，成为可堪大用、能担大

任的栋梁之材，更要胸怀“国之

大者”，关注国家发展大势，在

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

健康中国的大局中找准人生坐标，

以更高远的站位、更广阔的视野

审视人生价值。在关键核心领域

“揭榜挂帅”，勇于在“硬卡替”

技术难题上攻坚克难，用实际行

动诠释青年的责任与担当。

敢于“揭榜挂帅”  勇于攻坚克难
▲北京中医药大学校长  唐志书

唐志书 校长唐志书 校长

（上接 A3 版）

        汇聚“最好”成就自我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党委书记 王建安  院士 

在你们迈向社会，迎接广

阔天地前，我想与你们分享三

点感悟。

一持续学习、终身成长。

Keep learning，为什么？古人说，

一日不学，脑海空空；三日不

学，面目可憎。时代变化太快，

不学习就会被淘汰，比如医学，

相关技术和理论，每天都在革

新，甚至是加倍速度的更新。

我总结了四句话，和你们分享：

持续学习是进步的开始，持续

学习是前进的动力，持续学习

是顺境中的清醒，持续学习更

是逆境中的信心！今天，你们

还没走出校门，都是“有名字

的学生”；离开学校、投身社

会后，一定要做好一辈子“没

名字的学生”，始终“持续学习”，

向长辈学，向同事学，也向自

己未来的学生学；向合作伙伴

学，向全球同行学，也向社会“大

课堂”学。唯有如此，才能不

断成长，应对万千变化。

二心怀关爱、有同理心。

Head、Hand、Heart，知识、技

能、爱心，一个简单的动作，

传递出医生与患者之间的信任

和温情。医患关系如此，人与

人之间的关系，何尝不是如此。

成就他人，反而更能成就自己！

精致的利己主义者，往往容易

短视、作茧自缚，而一颗关爱、

利他的心，所展现出的细节、

品质和温度，才是我们连接彼

此、共向未来的永恒密码。

三厚植家国、服务社会。

能力有大小、岗位有差异、职

位有高低，走出校门后，每个

人的境遇可能都不相同。这是

必然的。

近年来，学校包括我们附

属医院的各项高能级成果不断

涌现。比如医工交叉的典范，

脑机接口与人工智能破壁互联，

赋予了截瘫患者迈出坚毅步伐

的能力；神经病学专家针对椎

基底动脉系统中风，创新溶栓治

疗方案，让50%的患者免于残疾。

这些，就是国家需要、人民需要，

就是向着卡脖子难题不断发问

与攻坚的结果！可是，我还想

说，将来的你们，未必人人都搞

学术研究，都需攀登科学云梯，

终身从事的，或许是看似平凡的

岗位，但是岗位没有高低之分，

没有贵贱之别。无论身在什么

岗位，请一定记得，在每个很

小很平凡的岗位上努力做到“最

好”，把自己的作用发挥到“淋

漓尽致”，让人能为你竖起大

拇指点赞。而只有这些无数的、

不起眼的“最好”汇聚起来，

才能成就我们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的光荣事业。

未来的人生道路或许顺遂

如愿，也或许崎岖不平，但希

望 你 们 在 前 进、 停 歇 或 回 望

时，会始终记得求是校园的美

好岁月。

王建安 院士王建安 院士

奔赴山河所需，做健康中

国的坚实脊梁。“公”在心系

苍生，“勇”在挺身担当。放

眼这片土地，无数人把自己的

理想同祖国的前途、把自己的

人生同民族的命运紧密联系在

一起，方能获得无穷的力量。

我们要学习汤飞凡先生深入疫

区、以身试毒的勇毅，将个人

理想熔铸于“健康中国”的事

业之中，学习前辈们“人民需

要处，即是湘雅战场”的胸怀。

面向基层，到国家医学攻关的

最前沿去——你们站立的地方，

就是湘雅精神照亮的地方。

续写湘雅文脉，做科技创新

的弄潮儿。百年前，湘雅先辈攻

坚克难，成为中国现代医学的领

航人。如今，人工智能、基因编

辑等新理论、新技术对医学产生

了颠覆性变革。希望你们紧紧拥

抱新技术，勇于探索。同时也要

牢记张孝骞先生“如临深渊，如

履薄冰”的箴言，恪守医学边界，

做生命奥秘的虔诚叩问者。

守护生命之托，做患者信

赖的医生。勤者，精进不辍，

求知若渴；慎者，如履薄冰，

敬畏长存，这也是医者务必兼

具的两个方面。学海无涯，学

无止境，同学们离校前也可以

到礼堂边上的小红楼去打个卡，

那里有个特展，叫做百十湘雅，

书香门第。能否采用最有效方

式挽救更多患者的生命、更大

程度地减轻患者的病痛，是我

们医者要用一辈子的学习和实

践去回答的问题。同时，也要

对生命充满敬畏，真真正正为

患者的利益考虑，才能获得他

们的信赖，才能在治病救人这

条路上走得稳、走得远。

陈翔 院长陈翔 院长

        汇聚“最好”成就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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