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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既是国家的边疆地

区，又是少数民族主要的聚居

区。由于历史和地域条件限制，

基层医师的工作条件和各方面

条件相对较差。而他们恰恰是

最需要关爱的医生。我始终认

为，公益活动不仅是指医生对

患者的关爱，医生也同样需要

被关爱。

近 3 年来，云南省医师协

会 开 展 了 很 多 关 爱 医 师 的 活

动， 包 括 面 向 医 师 的 健 康 讲

座、 编 写 书 籍、 对 医 师 关 爱

的 慰 问、 摄 影 比 赛、 组 织 参

加 健 康 和 体 育 活 动 等。 我 们

推 荐 最 优 秀 的 基 层 医 师， 参

加 中 国 医 师 协 会 的 疗 养 等 公

益 活 动。 参 与 活 动 的 医 师 深

受鼓舞。

我们都深切感受到，只有

医师自己的健康有保障，才能

更好地服务于广大百姓。因此，

关爱患者，也要关爱医生，这

是非常有意义的事。

医生做公益是本职的要求，

也是大部分医生特别乐意为公

众奉献的情怀。在我身边，每

个人都是忙碌的，但当号召大

家去做公益活动的时候，没有

一个人说“不去”，都会全力

以赴去帮助、去参与、去投入。

在工作忙的情况下，去做公益

的积极性需要被赞扬。未来，

如果医生的工作负担有所减轻，

相信大家会有更多的时间参与

公益活动。

公立医院本身就有承担公

益任务的责任。目前全国都在

推进分级诊疗工作，但分级诊

疗还存在一定瓶颈，这其中最

大的问题是来自基层老百姓对

于基层医务工作者能力的信任

度不高，由此也导致大家为寻

求更好的医疗而集体奔赴大医

院，至使大医院人满为患。因此，

如何让基层拥有更好的医生，

成为医疗卫生领域最大的“公

益”。对此，长期以来，我们

专门派出多批专家队伍赴基层，

对基层医务人员进行多种形式

的知识、技能培训，以提高他

们的整体实力。这对于他们来

说是最需要的，而对于社会来

说是最大的公益。

很多人在选择医生这个职

业时，心中就有一个公益梦，

希望“不为良相，便为良医”，

悬壶济世，用自己的技能为大

众健康服务。这便与做公益产

生了必然的联系。

医生每天都会遇到很多问

题，我们团队做的很多工作本

身并不是日常工作内容，但因

为患者有需求，又无人承担，

于是我们承担了这部分工作，

就变成了做公益。

医生和医生团队的成长离

不开公益。通过做公益，医生

和团队能够在自身得到成长的

同时，也得到患者的信任。同时，

做公益也会推动医学的发展和

技术的进步。所以即使医生再

忙，和公益事业也会有天然的

联系。

促 进 健 康 就 是 最 好 的 公

益。医生不仅对患者有着重要

的意义，同时在对广大群众进

行疾病及疾病预防知识的宣传

和普及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

作用。

目前，新疆以维护社会稳

定、民族团结为最重要的任务，

是反对恐怖势力、分裂势力、

极端宗教势力的最前线，新疆

的稳定关系着我们国家的安定

与发展，在新疆积极开展公益

事业，对促进边疆的稳定、团

结和发展有着特殊的意义。医

生在公益活动中，对宣传医学

科学知识、维护正能量，发挥

着重要作用。

医生是健康的使者，应该

积极面向社会宣传、推广、普

及健康知识和疾病控制的知识，

为维护人民群众的健康做一份

特殊的贡献。

对于企业而言，如果把利

润放在第一位，就称不上“公

益”。企业除了创新责任、产

品责任、质量责任，还需在公

益方面有实实在在的建树。

近几年来，康弘与《医师报》

组织开展了许多公益活动，其目

的正是为了给广大医疗工作者营

造良好的执业环境。哪怕力量再

小，只要努力、坚持，只要我们

携起手，总会看到效果。

康弘药业的公益活动主要

有两个方面：一方面参与公益

电影，宣传仁医大爱；另一方

面创新产品。康弘花费十年时

间和近十亿元，研制治疗黄斑

变性的原创生物药“朗沐”，

让年收入低于一定水平的患者，

享有免费救治的机会，能够重

见光明。这是对弘济众生最好

的诠释，也是企业在社会责任

方面最好的担当。

中发实业集团的企业文化

就是感恩、分享和发展，从事

公益事业本身就是我们的企业

文化之一。一直以来企业把做

公益当作己任。自 1997 年成立

以来，各类社会公益捐赠款物

累计达 2.1 亿元；各类保险产品

捐赠总额超过 15 亿元。

业锐药业将继续与全国热心

公益事业的同道一起，共同推进

心脏预防康复事业，共同践行生

物 - 心理 - 社会医学新模式，打

造一个更具温度的医学时代，早

日迎接心血管事件拐点的到来！

希望给患者的工作和生活

带来改善，这是我们的使命。

2013 年，我们遇到一位 18

岁的强直性脊柱炎患者，父亲去

世了，家里也变卖了牲畜凑钱给

孩子治疗。有一天，他加入了由

艾伯维支持，中国初级卫生保健

基金会主办的一个公益项目，终

于得到持续性治疗的机会。2015

年，在基金会的年会上，这位患

者在感谢基金会、医生、社会各

界等对他的帮助之后，兴奋地告

诉大家：“我结婚了，要做爸爸

了。”作为艾伯维的员工，我们

见证着这位患者身上发生的一

切变化，他让我们感受到，我们

每一天的工作都是充满意义的。

企业生存发展的长久之道

必须是与社会各界携手，建立共

享的价值圈，达到共赢。我们愿

意作为引领者，去提倡、去尝试，

从而把公益项目做得更好。

    云南省医师协会会长  徐和平

  以公益事业为推手  关爱边疆基层医师

中国医师协会心衰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  张健生活与
公益助力健康

湖州市中医院院长  顾掌生

另一种公益：给基层医生最需要的培训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医院副院长  李南方

公益：为健康做特殊贡献

南京总医院重症胰腺炎治疗中心主任  李维勤

医生与公益的天然联系

成都康弘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  赵兴平

弘济众生是企业公益最好的担当

中发实业集团业锐药业副总经理 马鲁峰

打造更具温度的医学

艾伯维医药贸易（上海）有限公司传播与公共事务部总监  王炜 

公益：给患者多一分希望

公益  汇聚力量
▲本报记者  陈惠  张雨  董杰  任艺  张璐  宋箐  窦洁  见习记者  宋晶

公益，是一种力量，是一种精神，也是责任与使命，是人们内心深处的公民意识与人文情怀。

每个人，每个企业、组织或者机构，都有一颗“公益心”。在医疗行业，处处活跃着做好

事、行善举的个人和群体，他们通过各种公益活动、公益基金、公益网站等途径，通过参与、

捐赠、公益广告、公益歌曲等方式，积极投身慈善、公益事业。

日前，在“《医师报》医学家峰会”期间，本报记者采访了部分专家和企业界人士，他们

对公益的看法和观点，他们各自关于公益的故事，都告诉我们：在这样一个时代，公益不是梦，

插上责任的翅膀，一切都在激情飞扬中变得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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