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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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何建设医院文化？
▲ 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原社长兼总编辑 袁钟

“袁”何如此 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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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骄傲  我是“双奥”志愿者
▲ 北京大学医学部 韩娜

从亚运会到奥运会再到冬奥会，从学生志愿者
到专业志愿者再到奥组委授薪人员；对于北京大学
人民医院（以下简称“人民医院”）创伤骨科主任
医师党育来说，变的是年龄、经历和角色，不变的
是用专业知识服务国家的信仰。

从亚运会到奥运会

党育和大型运动会的渊源，要追溯到

1990 年北京亚运会。当时，还在上初中的

党育，就作为志愿者参加了亚运会开幕式。

“当时有一万多名学生在主席台对面的背

景台‘翻板’，我就是其中的一个‘像素’。”

当时的党育怎么也不会想到，这只是

一个开始，从那之后，中国举办的三次洲

际和国际大型运动会，都有他的身影。

大学毕业后，党育留在人民医院工作，

并成为创伤骨科成立后的第一个住院医

师。后又跟随姜保国院士攻读北京大学骨

外科学临床医学博士学位。2005 年博士毕

业后，继续留在创伤骨科工作。

2008 年北京奥运会，已是主治医师的

党育主动报名参加了医院负责的场馆医疗

保障任务。并被分配到奥组委指定的男排

训练馆——北京交通大学体育馆，成为 8

人医疗服务团队的医疗主管。“当时，场

馆闭环内所有医疗事件，都由我们负责。

虽然跟平时的专业没有太直接的关系，但

作为一名骨科医生，外

伤的清创包扎、临时

夹板的固定、转运伤

员……这些本身就是我

的特长。”

2008 年 服 务 奥 运

会的经历带给党育的不

仅是荣誉，更重要的，

是他对运动损伤研究有

了更加浓厚的兴趣。

从“蓝衣服”到“红衣服”

北京承办 2022 年

冬奥会的消息传来，党

育再次第一时间报名志

愿者。同样是负责场馆的医疗保障任务，

但这一次，党育从“蓝衣服”变成了“红

衣服”——场馆里的工作人员分为两种，

大部分普通志愿者穿蓝衣服，奥组委正式

聘任的工作人员，穿红衣服。

经过 2008 年奥运会的锻炼，党育已

在大型赛事的医疗保障上积累了不少经

验，但对于北京冬奥会来说，还远远不够。

一个显而易见的挑战就是新冠肺炎疫情。

如何既满足我国的防疫要求，又考虑到不

同国家人员对疫情的态度和运动员自身的

运动需求；如何既保证医疗人员“零感染”，

又尽最大努力做好现场的医疗服务；这些

是首要的考量，也是博弈的过程。

此外，冬奥会还意味着更陌生的项目、

更多样的场地环境、更多的人际接触和更

复杂的救治状态。“我们负责的项目是雪

橇雪车，但是之前队里很多医疗保障人员

都没有看过这个比赛。在这种情况下要去

承担保障工作，可想而知我们的培训工作

得多么全面具体。”

万全准备  确保万无一失

早在奥组委正式启动培训之前，人民

医院的院内培训就开始了。2020 年初，人

民医院组织负责冬奥医疗保障的核心骨干

前往瑞士，观看了在那里举办的洛桑冬季

青年奥林匹克运动会，参观了奥运村并和

奥组委的医疗官进行交流。此外，党育还

结合自己的经验，在团队内部进行了多发

伤和运动损伤的培训。

除了培训，还得有实战训练。2020 年

10 月份的预认证赛，2021 年 11 月的雪橇

国际训练周和世界杯，“冬奥会还没开始，

我们已经干了快四个月的活儿。”

两次服务奥运的经历，让党育从一个

普通的参与者，成长为一个考虑更多事情

的领导者。疫情之下，他也不忘根据比赛

的特点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尽力将事情

做得更好。“我们提供的服务不仅在于医

疗保障，更多的是一种人文关怀。疫情之下，

人和人的关系已经很疏离和淡漠了，所以

更应该想办法在服务中多提供一点温暖。”

1990 年，党育与亚运会班级志愿者合影

　　2022 年，党育的“蓝

衣服”变成了“红衣服”

　　2008 年，党育担任北京奥运会

8 人医疗服务团队医疗主管

左腿与右腿
▲ 江苏电视台教育频道 周云龙

一对年轻夫妇，生下一个先天残疾的

孩子。他们东奔西走，给孩子治病，几乎

到了倾家荡产的地步。

在那个“只生一个好”的年代，年轻夫妇

被允许再生一个。但他们放弃了。一是，再生

一个残疾的孩子怎么办？二是，再生一个健全

的孩子，他们能不对残疾的孩子另眼相看吗？

歧视弱者残者，或许是人性的通病，

也是进化的逻辑。我们有时不是不歧视，

而是因为情感的关系不忍歧视，或是因为

外界的评价，将歧视调成了静音模式。

我在浙江卫视《智造将来》节目结识了

一位名叫子墨的汉语老师。由于肿瘤压迫造

成骨骼畸形，整整 18 年，她只能单腿跳着

行走。而 10 年前，戴尅戎院士和 3D 打印

技术让她重获新生——她在上海交通大学医

学院附属第九人民医院安装了制约式人工膝

关节，从此可以双脚自由行走。子墨在演播

室说起一个有趣的细节：过去，自己很“偏

心”，洗完澡擦润肤乳，只给右腿擦，不给

左腿擦，觉得“何必浪费呢？”而手术前一

天，她在自己左腿上擦了很多遍润肤乳。她

哭着说，有点像和一个老战友诀别的感觉。

动情处，台上台下，都是泪水在飞。

人们为现代科技的“成人之美”而感动，

我却在这个带着泪点的细节里，看到人性

最真实的内核：老弱病残面前，人是很难

平视的。歧人，自歧，某种意义上说，没

有歧视的人生，是不完整的。然而，歧视

并不意味着抛弃或放弃，投射于有思想、

有力量的人身上，它往往可以成为人生触

底反弹的助推剂。

开展或加强医院文化建设，一是要认

识到面临的问题，如普遍重工具理性、轻

价值理性，以为只要有知识、有技术就是

好医生、好医院，忽略价值导向，模糊用

知识、技术为谁服务的问题，尤其是在“金

钱万能”思想浓厚的社会；二是领头人的

问题，医院领头人的自律和无私的程度影

响着整个医院群体，领头人如何亮人品，

敢不敢亮人品？尤其是在“个人利益最大

化，眼前利益最大化”的时代；三是任何

问题，说到底都是做人的问题：做人，“修

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如何“修身”？

首先看对身边人如何？是否孝敬父母、爱

儿女、爱伴侣，不爱父母、儿女和伴侣，

就缺乏基本的担当和责任，没能激活贴近

生命本能的利他主义，没能唤醒高于个体

的群体意识，难爱同事、朋友和患者，更

谈不上爱人民、爱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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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小汤山医院有氧运动中心

主任牛国卫：愿大家用微运动平衡

工作和锻炼，在《医师报》的加持下，

健康你我，助力健康中国！

扬州市江都人民医院重症医学

科主任陈齐红：凯歌辞旧岁，瑞虎

迎新春；祝愿全国人民在新的一年

里，身体健康、心想事成、阖家幸福！

中国科学院中关村医院业务副

院长潘明康：祝全国同仁虎年吉祥，

医学事业如虎添翼，成果累累，身

体健康，生龙活虎，家庭幸福！

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心

血管外科师桃教授：祝愿大家平安

顺遂，幸福安康。我也将继续守护

大家的健康、平安和幸福！

牛国卫 主任 潘明康 副院长

师桃 教授陈齐红 主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