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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之计在于

春。伴随着草长莺

飞、绿柳垂堤、花

香四溢，一切都开

始从冬日的沉寂中

苏醒过来。在医疗

卫生界，大家感受

最为真切的便是学

术会议一下子多了

起来。

就在刚刚过去

的这个周末，《医

师报》在将所有记

者都派出去参会的

情况下，依旧还有

数个会议因记者分

身乏术而没能前往。

由此也足以展现学

术会议在这个季节

的“繁荣”。

据 不 完 全 统

计， 心 血 管 领 域

全国每年要召开

700 场以上的学术

会议。但在众多的

学术会议中，记者

发现，大多会议都

非常“高端大气上

档次”，但却很少

见到基层医生的身

影。我们总是在强

调“保基本、强基

层、建机制”，基

层医生少有参加学

术会议，他们的水

平如何提升？“强

基层”的要求又该

如何实现呢？

按道理来说，

越是基层的医生越

需要培训与提高，

倘若学术会议仅仅

局限于金字塔的上

层，那么塔基则会

愈发积弱，必定不

利于医疗卫生事业

的发展。

本期我们将为

广大读者大浪淘

沙，分析基层医生

难以参会的原由，

而后破阵子，为他

们的培训、成长出

谋划策。

2013 年，记者前往珠海市万

山区桂山镇卫生院采访王桂湘院

长时，他的一句话给记者留下了

深刻的印象：“我们非常希望能

走出海岛去参加会议和培训，但

我们只有 4 名医生，哪怕只出去

一个人，整个卫生院的工作基本

就要瘫痪了。不是我们不想出去，

是真的出不去。”

这是三年前的状态，今天依

然如此。

基层医生参会的机会真的非

常少。县级医院的医生如果一年

能有一次学习的机会，就已经很

不错了，大多数人是没有学习机

会的，每天都是战斗在一线。首

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呼

吸与危重症医学科的杨媛华教授

告诉记者：

“人员紧张是基层医生没机

会参加学术会议的重要原因，每

天都在忙于事务性的工作。门诊、

病房、辅助性工作，一个萝卜一

个坑，甚至一个萝卜几个坑，即

便给他们机会，恐怕也分身乏术。”

“这些人可以说是被绑在了

工作岗位上，根本没有时间出

来参会。”中国医师协会培训

与技术推广部柳琪林主任对此

甚为认同。

除了分身乏术外，没有参加

学术会议的经费支持，也是基层医

生难以参加学术会议的重要原因。

杨 媛 华 告 诉 记 者， 如 今，

医生参加学术会议，不少都是企

业赞助的。大医院或学界大碗很

容易拿到这些资源，但基层人员

却少有人问津，因为越是基层的

医生能够为企业带来的价值越有

限。医院也不太会给予他们太多

的支持，所以很多时候，对于基

层医生来说，参会的机会和资金

都需要自己来找。

中 国 医 师 协 会 顾 问、 中 国

医师协会乡村医生分会会长蔡忠

军给记者算了一笔参会支出账：

来回交通，即便选择火车也需要

1000 元左右；两天住宿少说也要

600 元；注册费、餐饮费等费用大

概需要 800 元。如此几乎都是按

照最低标准算下来，也需要 2400

元。然而这笔钱对于很多基层医

生而言，甚至是一个月的工资。

“基层医生没有机会参会，

最主要的是没有经费支持。”山

东中医药大学附属眼科医院副主

任医师温莹谈到，厂家虽然也会

赞助一部分医生参会，但基层医

院患者并不多，对于企业、药物

的使用量并不大，因此企业对于

基层以及基层医生也没有太大兴

趣，自然少有支持。

此外，蔡忠军还谈到，我国

一级学会或二级分会组织的学术

会议，绝大多数都是高大上的。

即很大一部分都是本专业的发展

方向、前沿动态。对于最为基层

医生需要的“拿来就能用”的知识，

讲得较少，基层医生的积极性自

然也不高。“花了那么多钱、付

出了时间成本，最关键是听完课

用不上，离基层的临床实践太远。”

杨媛华教授也提到了这个

问题：“很多会议在内容安排上

不太合理。很多学术会议上，不

少内容都是基础性或进展性的内

容，这些对于基层医生来说不太

适合。在我们肺血管病的学术会

议上，与临床相关的，人满为患，

拥挤不堪；但到了基础部分，全

走了，剩不下几个。原因很简单，

一是听不懂，二是实际应用价值

有限。”

杨媛华教授曾办过多期肺栓

塞规范化诊治学习班，她们所讲

述的都是非常细致的、能够拿来

就用的内容。参加的人就会特别

多。但相比而言，呼吸生理一类

的学习班，参加的人就不是那么

踊跃。

针对于基层医生被禁

锢在工作岗位上难以自拔

的现象，杨媛华教授认为，

组织专家下基层巡讲是比

较好的方法。

专家时间也很有限，

这便需要相关学会、协会

通过自己的渠道，组织一

个庞大的专家团。“每名

专家每年出去巡讲 2~3 次

不成问题，众多专家的综

合效应必定会使大量基层

医生获益。”杨媛华谈到。

在组织巡讲方面，中

国医师协会可以说做出了

表率。柳琪林介绍，中国医

师协会在支持基层医生培

养方面一直秉承“走下去、

请上来、建网络”的理念。

每年，中国医师协会

都会组织针对各个专业基

层医师的各种形式的巡讲、

研讨等活动。其中最突出的

包括“春风送温暖、培训在

基层”项目。每年涉及麻醉、

呼吸、核医学等诸多专业，

邀请各个专业顶尖级别的

专家走下去，到县一级进

行讲座。每年的培训规模

惠及七八万人次。

面对经费问题，蔡忠军

提出了 5 个“一点”。即基

层医生自己掏一点；企业支

持一点；主办方办会以不亏

损为目的，少收一点；行业

协会支持一点；卫生行政部

门对全国基层会议支持一点。

而在主办方具体实施

方面，中国医师协会皮肤

科医师分会（CDA）的做

法或可借鉴。每年的年会

上，CDA 都会资助近 2000

名来自最基层的皮肤科医

师参加年会，而资助的力

度也会根据被资助人的实

际情况，从部分减免到全

部减免不等。有些被资助

的医生在接受记者采访时，

感动得甚至有些哽咽。

中国医师协会的“请

上来”政策也是一招妙棋。

柳琪林介绍，请上来就是

将县级医院培养的骨干邀

请上来，通过一些培训基

地进行培训。以眼科分会

开展的“光明行”活动为例，

每年选派 100~200 名县级

骨干到国内顶级眼科中心

进修 3 个月到半年，全部

费用由医师协会通过企业

募集的资金来承担，培训

学员不用花一分钱。

在培训内容不太符合

基层医生胃口方面，解决

办法也最为简单，那就是

投其所好。

蔡忠军指出，作为会

议的主办方，应该摸清楚基

层医生需要什么。是常见病、

多发病的防治经验还是适宜

技术？总之要适合基层医生

的胃口，讲课的内容应该是

他们所需要的。即便花钱参

会，也是值得的。

杨媛华提到，还有一

种方法能使更多基层医生

获益。

一般而言，全国性的

学术会议放在哪个地区，

哪个地区的医生就会获益。

以中华医学会呼吸病学年

会为例。在郑州召开时，

河南的医生超过了一半，

在贵阳召开时，贵州的医

生占了大部分。“目前能

够采取的办法，是尽量在

不同地区办会，以惠及更

多的医生。”

浪淘沙·分析 破阵子·对策

“不是不想出去，是真出不去” 医生出不来  专家就走下去

有钱男子汉  没钱汉子难 行业组织要为基层医生找门路

这些菜不合胃口 菜合胃口  花钱也值

学术会议那么多  接地气吗？
▲ 本报记者  张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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