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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势专科怎么打造？
好的学科带头人+强大的团队+创新合作的精神

明年，浙大一院将迎来70周年院庆。经过几代“浙
一人”的努力，当年小小的“弄堂医院”已发展成为拥有
5500多名员工的国内知名并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医院，
连续两年位居中国顶级医院竞争力排行榜综合排名第
11位；连续两年位居中国医院科技影响力排行榜综合
类排名第8位，这一切与优势专科的打造密不可分。

王伟林院长说：“一个好的学科带头人，一个强大
的团队，以及创新合作精神是促进学科发展、打造优
势专科的三要素。”

在过去的二十年，浙大一院在郑树森院士和李兰
娟院士的引领下，铸造了两个学科高峰——肝胆胰外
科和感染病科。作为郑院士团队的核心骨干，王伟林
院长见证了浙大一院“以点促面”的学科建设阶段。
目前，浙大一院拥有两位院士，两个国家重点学科，22
个国家临床重点专科，1个国家重点实验室，11个省
部级重点实验室和一个 2011协同创新中心，先后获
得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两项、二等奖八项，同时开展
人工肝、器官移植等高精尖技术。

接下去怎么做？由王院长率领的新领导班子决
定调整学科建设格局——在保持学科强者恒强的同
时，给第二梯队的学科更多资源。王院长说，一方面
要激发每位员工的活力和智慧，期待“美丽浙一，幸福
医疗”带给员工的不仅仅是幸福，更是归属感；另一方
面，鼓励每一位员工冷静观察、体会和分辨，找到解题
的钥匙，充分利用大数据，掌握全球前沿科技、健康动
态，积极改革创新。

留住和培养人才
推行医学“一带一路”

在前任院长郑树森院士的影响下，王伟林院长切
实感受到留住和培养人才的重要性。他说，多年来，
郑树森院士和李兰娟院士毫无保留地传授知识，带出
了一大批专家，而这些专家又承师品，辐射了更多年
轻的力量，正因为如此，学科得到了发展壮大。

怎样留住人才？王院长说，就是要制定合理合法
的绩效评价和分配制度。“除了良好的平台，我还要让
他们感受到，相比同行，我们的待遇怎么这么高，这是
医院稳固队伍的基石。”

在留住和培养人才的同时，王伟林院长很重视引
进人才。他把全球医疗和科研机构视为浙大一院的

“人才池”，引进人才时，除了谈薪酬，他还强调给对方
一个事业平台和自由空间。

围绕学科建设，浙大一院还有一个宏大的计划
——服务“一带一路”国家战略，把浙大一院的先进成
果、创新科技推到国际舞台上。

早在 2010年和 2011年，郑树森院士团队曾赴印
度尼西亚先后完成5台高难度的活体肝移植手术，开
创了印度尼西亚成人间活体肝移植手术范例。李兰
娟院士在突发传染病、肠道微生态等领域的成果受到
国际同行高度关注，并多次担任国际学术会议主席，
类似的输出范例还很多。

如今，浙大一院已与中东欧部分国家的医疗机构
建立联系，目标是达成合作，在输出技术的同时，学习
他人的长处。G20杭州峰会期间，南非等国在考察体

验浙大一院的技术与服务后，当即希望“浙一人”能把
技术带到他们那里“生根发芽”。

向互联网“快车”借力
做“互联网+医疗”的弄潮儿

“在‘互联网+医疗’领域，浙大一院也是个弄潮
儿。”王伟林院长说，今年 2月，浙大一院在全国率先
推出“浙一互联网医院”，它突破了时间与空间的限
制，让浙大一院优质的医疗服务触手可及。

决心做“互联网+医疗”的探路人，王院长坦言，这
与他一次亲身经历有关。那天，他去浙江大学开会，
途中在学校附近的小店吃了一碗面。结账时，他发现
自己身上没有零钱，便递上了百元大钞给收银员，一
位 60多岁的大姐。“你看上去蛮时尚的，怎么不用手
机付款呢？”听到这句话，王院长瞬间意识到，“互联
网+”对老百姓的生活影响太深刻了，它势必也将影响
传统的诊疗模式。作为一家知名大型三甲综合性医
院，不能对新事物置若罔闻，而应积极探索。

浙一互联网医院上线半年来，深受老百姓欢迎，
既改善了患者的就医流程，为患者提供了更便捷、有
效的医疗服务，还促进了分级诊疗发展。

6月中旬，浙大一院与中国第四支驻利比里亚维
和警察防暴队通过互联网连线，开通浙一互联网医院
与西非利比里亚的远程医疗，为身处西非大陆的维和
官兵架起了一座万里生命桥。

“我认为，互联网一定会改变医疗行业的格局，
至于改变的方式是什么，怎么改变，势头有多猛，现
在还不敢预测，但一定会改变。”王院长说，“为了迎
接这一改变，浙大一院成立了互联网研究院，下设设
计与研发平台、医疗服务与管理平台、物流配送平
台，以及法律与公共关系平台，以探寻我国互联网医
院的发展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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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中国研究型医院学会等主办的第五届中国医院临床专科建设与发展论坛近日在杭州举行，创新与合作成为此次论坛的
两大关键词。浙江大学党委书记金德水，中国工程院院士李兰娟、黎介寿、孙颖浩以及来自全国的一千多位医院管理者出席论坛。

“创新是引领医学发展的第一动力，是恒久不变的精髓。”浙大一院院长王伟林教授说，为提升中国医院临床专科的服务能力，论坛围绕病种结构优化、MDT(多学
科诊疗模式)、互联网+、学科战略、分级诊疗等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与交流。

浙大一院院长王伟林教授在论坛上发言 医院供图

浙大一院这7个优势专科是这样形成的
感染病科：
浙大一院感染病科带头人、国家重点实验

室的负责人李兰娟院士说：“既然是专科，首先
要做精做细，要强化专业特色，细化亚专科。其
次，临床科研和实际要紧密结合，对实践中发现
问题，开展科学研究，再应用到临床，促进成果
转化。再次，多学科协同作战，才能做强，做成
真正的医学中心。”

肝胆胰外科：
该科的领军人物是郑树森院士，他将肝胆胰

外科的快速发展归结于三个原因。首先，转变理
念。无论是基础研究还是临床研究，均源于临床
问题，医生应条件反射般地探索临床难题。其
次，跨团队协作。人工肝联合肝移植治疗终末期
肝病就是一个典型。再次，要培养人才。在他的
带领下，浙大一院涌现出了一批中青年骨干。

呼吸内科：
“以临床业务为抓手，带动学科发展。”这是

浙大一院呼吸内科主任、浙江省医学会呼吸病
学分会主任委员周建英教授打造重点专科的思
路。她认为，临床业务是医疗工作的命脉和重
中之重，重点学科的优势就体现在疾病诊疗的
精准和个体化上。

泌尿外科：
在浙大一院泌尿外科主任、浙江省医学会

泌尿外科学分会主任委员谢立平教授看来，历
史的积淀和传承是科室不断向前的首要因素，
没有前人打下的基础，就没有今天的高起点。
如何在高起点再提升？谢教授认为，不断地创
新，宽广的视野，合理的布局，以及文化的认同
是关键。

肾脏病中心：
浙大一院肾脏病中心主任陈江华说：“严

把医疗质量和安全关，我们所做的一切只为提
升尿毒症患者的生存率。此外，中心还针对疑
难病症开展总查房制度；每周举办一次沙龙，
针对某一个亚专科、课题、病种进行讨论；建立
持续质量跟踪体系，每两个月进行一次总结和
跟踪。”

消化内科：
做好科研，培养人才，这是浙大一院消化内

科学科带头人厉有名最看重的。他说，科研的
进步可以带来学科影响力的提升，因材施教，给
予年轻医生充分发展的空间，有助于学科的快
速发展。

心胸外科：
“人才为基，科研为器。”这是浙大一院心胸

外科带头人倪一鸣教授常说的一句话，科室每年
定期派遣医师到国内外学习、培训与交流，并与
多个国内外知名心血管医学中心保持紧密合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