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记者 张雨）“手

术没做好，论文做的不错，这不

是花架子吗？”2015 年全国两

会期间，李克强总理对于职称评

聘问题如是回应。如今，对于人

才的评价导向终于迎来变革。

近日，中共中央印发《关于

深化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的

意见》（以下简称《意见》）。

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华医学会全

科医学分会主委、北京医院院长

曾益新直言：“这是我国人才评

价机制走向合理化非常重要的

一步。”

曾益新指出，对于人才的考

评机制应该是多元化、多维度，

并且要与其岗位要求相匹配。在

大医院工作的医生，应对其临床、

科研、教学等方面综合评价，但

在社区一级工作的全科医生，他

们的岗位要求是做好基层群众的

健康管理以及常见病、多发病的

诊治，对于他们的考评则更需趋

近于临床能力、沟通交流能力等。

全国并非一刀切，才是合理的考

评制度。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邵逸夫

医院全科医学科主任方力争同样

认为，《意见》的出台是一件极

好的事情，会引导更多医生将更

多的精力集中到提高临床能力上

来。医生是应用型人才，临床能

力比会发论文更重要。这个引导

方向的转变值得称赞。

此外，《意见》将“全科医

生”单独提出来，足以彰显其之

于医改、之于国家的重要程度。

“《意见》对于我国医改的

推进将会有很大的促进作用。”

曾益新告诉记者，全科医生队伍

关系到分级诊疗能否顺利推进。

如果在基层的全科医生依然需要

考核论文、英语、计算机等，那

么他们在职称晋级的道路上，恐

怕有着永远无法逾越的鸿沟。这

实际上是在打压医务人员下基层

的积极性，制约全科医生的发展

空间，与当前我国医改所倡导的

强基层相悖。

《意见》的出台可以说为医

务人员的发展，尤其是全科医生

的发展预留了空间，只有更多优

秀的医生愿意下到基层当全科医

生，基层才能强大起来。实际上

是在助推医改。曾益新谈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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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发文：不以外语、论文等硬指标定职称

为基层医生发展预留空间

3 月 26 日，中国医师

协会脑胶质瘤专业委员会在

京成立。首都医科大学附属

北京天坛医院神经外科副主

任江涛，当选为主任委员。

★不将论文等作

为评价应用型人才的

限制性条件。建立符

合中小学教师、全科

医生等岗位特点的人

才评价机制。

★对职称外语和

计算机应用能力考试不

作统一要求。

★提高艰苦边远

地区和基层一线人才保

障水平，使他们在政治

上受重视、社会上受尊

重、经济上得实惠。

启事

“医生要在手术室里才

叫医生，而不是在化妆室。”

这是最近大热医疗题材韩剧

《太阳的后裔》中的一句台词。

如 今， 互 联 网 医 疗 异

军突起，各种各样的“互联

网 + 医疗”公司以及医疗类

App 如雨后春笋般涌现，甚

至不少地区还出现了互联网

医院、云医院。仿佛要颠覆

传统医患之间面对面的“诊

室模式”，医师“职业场景”

的虚拟化呈现。

然而事实真的如此吗？

正如电影《老炮儿》所言，

万事都要讲规矩。医疗本身

的特殊性决定了其更是不会

例外。这也是卫生行政部门

以及医疗界的“大腕”们所

要求的，医疗一定要贴近临

床、贴近患者。

那么，如此蓬勃发展的

互联网医疗，又应该如何定

位，如何才能更好地帮上医

疗以及医生的忙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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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构医疗  互联网能帮什么忙？

环境造成的10大死亡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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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 日，WHO 报 告 称，

2012 年约有 1260 万人因为

在不健康环境中生活或工作

而死亡，占全球死亡总数近

1/4。各种环境风险因素，如

空气、水和土壤污染，接触

化学品，气候变化，紫外线

辐射等，导致 100 多种疾病

和损伤，亟需通过改善环境

来增进健康。（源自 WHO

官网）

WHO：全球 1/4
死亡归咎于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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