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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医科大学校长激情演讲·2015 医考之路

患者来信

难忘那段就医往事 
 ▲  江苏盐城  王美莲

医考  一直在路上
 ▲  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毕永华

从 7 岁迈入校园到博

士毕业，求学 22 载历经

考 试 无 数。2003 年 高 考

意义重大，高考失利让

从未考虑从医的我被调

剂 到 医 学 专 业，2011 年

的执业医师资格考试意

义同样非凡，决定学医

十年后的我是否具有行

医资格。

参 加 医 师 资 格 考 试

对我而言，意味着付出十

年青春后直面医学人生

路上的不堪与艰辛。医师

资格是势必拿下的挑战，

身边有同学考两三次没

通过，既浪费了宝贵时

间，又打击了信心。我想，

我一定要好好复习，全力

以赴，争取一次通过。“做

最好的准备，做最差的

打算”，一直是我奉行

的人生信条。天道酬勤，

我顺利通过了技能操作，

并以 439 分的笔试成绩拿

下了医考。

4 年过去了，如今回

想起来，医考只不过是

我经历的几个重要考试之

一。高考失利，我没能考

上重点大学，但我一步步

努力，最终顺利拿下博士

学位。医师资格考试我一

次性顺利通过了，但并非

说明我就掌握了渊博的医

学知识，更不意味着今后

的行医生涯一帆风顺！通

过医考仅仅意味着开始，

临床实践中还有无数的医

考会考验着我。

漫漫行医路，如履薄

冰。当今复杂医疗环境

下，作为一名年轻医师，

我所面临的医考更具挑

战！它往往不再有标准

答案，不是熟记技能考

试要点，面对患者对答如

流才能过关，熟练的临床

操作技能才能让患方这

挑剔的考官满意；它不

再是纸上谈兵，临床上

遇到的疾病，往往不像

教材里描绘得那样典型，

不是死记硬背几条重点，

就能正确地分析病历；

它不再有 ABCD 之类可

供我选择的答案，所有

诊疗方案都要靠自己拿

出主意。

我 比 较 轻 松 地 通 过

了医师资格考试，但恶劣

行医背景下临床实践中

的医考，对我来说都是

巨大挑战！怀着一颗柔

软却又无比强大的内心，

努力成为一名人品正、

水平高、医德师德高尚

的医者，才是患方满意

的医考答卷。

医考，一直在路上，

任重而道远！

 不知什么原因，我腚部长

了个瘤，且很快长至拳头大，

整天“麻实实”的，坐不能坐，

走也难走。前几天，担任妇联

主任的儿媳妇回家发现后，立

即带我去乡医院诊治。

“主任的婆婆来了”，医

院领导十分重视，特地将一名

已经下班的老医生请来。经过

一番“现场”查看，那医生很

客气地把我“支”走，神秘兮

兮地与我媳妇交谈起来。

见媳妇出来眼泪汪汪的样

儿，我估计“大势不好”，吓

得顿时两腿直颤。经追问，得

知 “恐怕是恶性肿瘤，乡里条

件差，为负责起见，建议我们

快到城里诊治。”

全家人紧张起来。儿子连

夜安排一只挂浆船，送我到十

几里外的小镇，天刚亮又转车

直奔城里，找亲戚陪我去了一

家县医院。

听了我们的述说，县医院

医生诚恳地告知：“囊肿是肯定

的，但是否是癌，必须切片检查

方知。这样吧，先挂几天青霉素

看看，若能消肿，说明问题不大，

不行，再切片检查也不迟……” 

我们连连点头，尽管检查、

买药花费了一大把钞票，但全

家人对医院的这种负责精神仍

感激不尽，只是迟迟没有确诊，

大家的心还是不安地悬着。

就在我输液的第二天，有

位读过医学本科、在市里大医

院外科工作的老乡宋医师，双

休日回家路过我处，他摸了摸

我腚上的那个肿块，果断拔去

针，笑眯眯地告诉道：“放心吧，

这肿块表面摸上去挺硬，像肿

瘤，其实是个血泡，没什么问题，

穿刺一下就好了。”

来到市医院，他用筒针在

我那囊肿内一下就抽出血水，

连抽 3 筒，拳头大的肿块顿时

变得只有指甲头一点点，前后

五分钟不到，我下地即连连叫

绝：“好了好了，一点感觉没

有了，抽血时也一点不疼。”

那血水经切片化验，排除了恶

性肿瘤的可能。事后，我们还

是分别到乡、县医院道了谢，

因为他们毕竟是热心、负责的。

这是发生在二十多年前的

事。现在城乡医疗水平普遍提

高，像这样的“虚惊”相对要

少得多。但它告诉人们一个理

儿：不仅医生，各行各业都如此，

工作负责亦包含着精湛的技术，

不然，肯负责也难以负责，或

负不了责！

请坚信医学的价值
 ▲  北京协和医学院校长  曾益新

曾益新 院士

最近常常可以看到同学们在

学校里拍照留念，现在，也是北

京的旅游旺季，学校门口，经常

可以看到有旅游者在东单和王府

井商业区穿行时，对身处其间的

这个古老而静谧的院落满怀好奇

和神秘之感。这不免使我联想起

医学职业与这个院子颇有几分的

相似——入世，身处社会，接触

各色各样的人群，却又需要在忙

乱喧闹中保持安静的心态，潜心

钻研，苦练技术，以佛心仁术为

患者解除病痛。同时由于医学知

识的专业性，普通大众始终保持

着几分的不解和神秘。

此时此刻，我要特别地跟你

们说一声：请坚信医学的价值！ 

医生可以大显身手的时代

医学可以说是与人类社会

的发展相伴随行。医学的伟大

在于其职能就是保护劳动力、

恢复劳动力和开发劳动力资源、

提高劳动力素质；它直接关系

到人类繁衍、国力强弱。有统

计发现，新中国成立时，我国

平均寿命是 50 岁，如今是 75.3

岁。这里面固然有政治经济进步

的因素，但医学的贡献无疑是巨

大的。可以说，传染病威胁人类

的历史已经一去不复返了，这

的确是医学的骄傲！也是

我们人类应当永远尊重

医学的理由！

有句话说：乱世出

英雄，盛世出名医，似

乎有几分道理。随着传

染病的有效控制和人口的老龄

化，慢性非传染性疾病成为城乡

居民的主要死亡原因。

更为重要的是，健康问题已

经成为最受关注的民生问题，这

是社会进步的象征！国家已经确

定了 2020 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

奋斗目标，“小康不小康，关键

看健康”！医学事业的发展在其中

起着不可或缺的支撑作用。这是

我们可以大显身手的“大时代”！

理性看待医疗发展中的问题

不可忽视的是，一方面是医

疗刚性需求的急剧增加；而另一

方面，医改正处于攻坚阶段，医

疗保险制度有待进一步完善，优

质医疗资源不足和分配不合理也

有待进一步改善，基层医疗服务

体系有待进一步强化，全科医学

制度建设有待进一步大力发展，

“基层首诊、分级诊疗”的就医

模式有待全面铺开。

正是由于这种矛盾，医患关

系仍然不甚理想，伤医事件仍然

时有发生，医务工作者的劳动强

度大、工作风险大，社会地位和

社会形象面临挑战。虽然政府已

经采取一系列措施，但这种情况

在短期内可能还会存在。我们也

应该借此机会大声疾呼，发出我

们的声音：请尊重医务人员，保

护医务人员，严惩伤害医务人员

的凶手！

医学是一个处于发展之中的

科学，我们的工作中，常常是成

功与失望结伴、喜悦和悲痛交织。

很多现象让人彷徨、让人踟蹰。

这要求我们一方面要用历史发展

的眼光去理性地看待这些问题，

相信政府的力量，相信人民的眼

光；坚信医学的价值和意义，不

忘初心，坚守理想，昂起头颅，

挺起胸膛，坚定地走自己选择的

道路。

始终保持学习的习惯

另一方面，我们比以往任何

时候都要更加努力。希望协和传

统中“三基三严”的要求能够始

终伴随着大家，保持终身学习的

好习惯，主动学习、善于学习，

向前辈学习、向同事学习，向书

本学习、向患者学习，以精湛的

技术来确保我们的医疗质量。

希望大家牢记协和创办初期

的校训：“科学济人道”。无论

是当医生、护士，还是研究、教

学、管理，都必须具备“科学脑，

人文心”，坚守医学工作者同情、

利他、奉献的职业素养，助健康

之完美，维护医学的圣洁和荣誉。

选你所爱，爱你所选；医路

漫漫，履冰前行。与你们共勉。

指导：中国医师协会
主办：《医师报》社

协办：张博士医考中心

奖项设置：

一等奖：3 名，资助参加一次国外学术会议。

二等奖：5 名，资助参加一次中国医师协

会学术会议。

三等奖：10 名，资助参加在北京举办的红

友会全国大会。

纪念奖：10 名，2016 年全年《医师报》。

一二三等奖获得者还将获得 2016 年全年

《医师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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