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今年，是复旦大学上海医学

院博士生医疗服务团（以下简

称：博医团）成立 30 周年。30 年

来，一代代博医团队员到“老少

边穷”地区开展医疗志愿服务和

社会实践，他们将科研追求与人

民群众的需要紧密相连，用专业

和爱心为病患带去希望和温暖。

到群众最需要的地方去
一天下来大家嗓子都哑了

“博士生需要接触社会、了

解社会，要了解哪些地方缺医少

药，将来就能把科研和社会需求

结合起来。”参与博医团发起工

作的原上海医科大学研究生院

常务副院长刁承湘研究员这样

谈博医团的建立初衷。

1994 年，上海医科大学（现

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的博士生

组成博医团，每年暑假前往“老

少边穷”等医疗欠发达地区开展

医疗志愿服务工作。自此以后，

学校每年都以高标准组建博士

生，奔赴各地提供医疗服务，一

晃就坚持了30年。

起初，博医团的成员人数

仅十人左右，主要由各医院的

特色科室博士生组成，同时邀

请部分学科专家及研究生院负

责思想工作的教师参与。1997

年起，博医团进一步拓展线路，

前往四川、湖南、江西等地开展

医疗志愿服务。

从上海出发，博医团的成

员们乘坐火车，行驶整整一夜，

最终抵达江西安义。“当时吃住

很艰苦，交通也很不便，话也听

不懂。”1999 年，陈苏华作为博

医团指导教师，第一次带团开

展医疗服务。

义诊首日，尽管来的病人不

是很多，但随着患者们口口相

传，之后几天来的患者越来越

多。患者多的时候，陈苏华就帮

着抄方，同时还兼顾队里的其他

工作。一天忙下来，所有人的嗓

子都哑了，却没有一个抱怨，“大

家都觉得农村需要我们，所以很

想为老百姓多做一点”。

当时没有微信，队员们的沟

通主要通过邮件或口头转达。

“出发的时候，大家都互不认识，

只能提前告诉他们我会穿什么

颜色的衣服；等回来的时候，大

家就难分难舍了。”陈苏华说。

2000 年，复旦大学和上海

医科大学强强联合，组建复旦

大学上海医学院。在学校党委

和医学院党委关心指导下，博

医团继续奔赴祖国贫困农村、

少数民族地区，为基层百姓提

供医疗帮扶。

从每年1支拓展为多支队伍
白衣天使行走在大山深处

2016 年起，博医团由每年 1

支队伍拓展为多支队伍，来自复

旦附属医院的专家和博士研究

生组成的博医团队伍前往多地

开展医疗志愿服务。

30 年来，博医团的足迹遍

布 23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39

个县 77家医院，行程超过 35 万

公里，服务群众 12 万余人次。

如今，从大型义诊、便民门

诊、健康科普，到送医下乡、科室

会诊、示教查房、病案讨论、前沿

学术讲座等，博医团通过持续增

加服务内容，致力将优质医疗资

源下沉到最基层。“行走在大山

深处的白衣天使”，是老百姓喊

出的亲切称呼。

30 年来，博医团送医下乡，

走村入户，开展义诊、医疗讲座

培训，助力当地学校完成健康

扶贫，培训当地医务人员，依托

互 联 网 医 疗 技 术 建 立 远 程 会

诊、专家工作站，让更多村民在

家 门 口 就 能 获 得 优 质 医 疗 服

务，看到希望。

今年，博医团再一次扩展服

务线路，覆盖上海支援的新疆喀

什、复旦帮扶的云南永平、汶川

地震极重灾区四川北川、乡村振

兴主战场河南兰考等多地。从

革命老区江西瑞金、广西百色、

福建宁德，到“指点江山”医疗队

扎根奉献过的贵州剑河，再到附

属医院援建医院所在地海南海

口，复旦的优质医疗资源向更多

地区下沉，惠及更广泛的人群。

“输血”更“造血”。在过去

的十年里，华山医院静安分院、

上海市静安区中心医院放射科

主任梁宗辉四次奔赴甘肃酒泉、

云南德宏、四川甘孜、甘肃平凉

等地区，开展医疗援助工作。他

不仅为当地医疗提供技术支持，

更注重培养本地人才。每到一

处，他都会通过授课、现场指导、

多学科会诊等多种方式，帮助当

地医生提高对复杂病例的影像

诊断能力，致力培养一支持续服

务当地的“带不走的医疗队”。

在“接地气”中长才干

博医团是一堂在祖国广袤

土地上开展的“大思政课”。医

学生们深入基层，拓宽视野，将

在课堂上学到的专业知识运用

到实际工作中，将科研探索与群

众的实际需求紧密结合。

2020 年至今，面向“健康中

国”建设的要求，博医团转型升

级，服务项目由暑期实践项目

拓展为日常化实践项目。除了

长期坚持的义诊服务外，博医

团积极探索形成基层医疗志愿

服务体系。

科普是博医团行程的重点

之一，博士生们努力将专业术语

以浅显的方式表达出来，为村民

消除观念壁垒。附属眼耳鼻喉

科医院眼科博士生陈天慧去年

前往宁夏西吉时，还在义诊中发

现和收集的基层科学问题，助推

她的科研进展。

付出，得到了群众的好评。

附属中山医院心内科博士生韩

丞治对今年前往江西瑞金、会昌

的志愿服务经历印象深刻。当

时，在送医下乡将要出发启程

时，老乡往博医团的汽车塞了一

个大西瓜。

线上线下，协同发力。“复旦

大学博医团”公众号不仅向读者

介绍健康科普知识，还集成了预

约义诊服务、预约科普讲座等相

关信息。这是博医团持续发力

推动建设的“线上阵地”。博医

团成员会定期开会，结合自己的

专业特长，撰写相关推送文章。

目前，博医团已建设近40门医学

健康科普课程。

30年来，博医团不仅为无数

患者带来健康与希望，更为各地

基 层 医 疗 水 平 的 提 升 做 出 贡

献。他们的努力，让先进的医疗

理念和技术在更广阔的土地上

发芽，为推动医疗均质化发展打

下基础。

新的历史起点，博医团将秉

承爱国奉献、服务人群的初心，

以更饱满的热情、更坚定的信

念，投身医疗援助事业，为实现

“健康中国”的目标贡献力量。

本报记者 汪蒙琪赵天润
实习记者金雨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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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月 19 日下午，复旦大学

以党委常委会“第一议题”暨理

论中心组集体学习会的形式，

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

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的重

要讲话精神。校党委书记裘新

主持会议并讲话。

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

会于9月27日上午在北京举行，

习近平总书记出席大会并发表

重要讲话。全国共有352个模范

集体、368 位模范个人受到表

彰。我校附属华山医院中西医

结合科教授董竞成荣获“全国民

族团结进步模范个人”称号。

董竞成在常委会上分享了

参 会 感 受 和 学 习 总 书 记 重 要

讲话精神的体会。他表示，未

来 将 继 续 致 力 于 打 造 各 民 族

传 统 医 学 领 域 的 共 同 精 神 家

园，为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

设提供精神文化支撑；努力推

动民族医药产业发展，促进民

族地区高质量发展，推进各民

族共同富裕；破除各民族传统

医学之间的藩篱，形成统一的

中国传统医学，促进各民族交

往交流交融。

去年，复旦大学民族研究

院获批成为四部委铸牢中华民

族 共 同 体 意 识 研 究 基 地 。 会

上，基地首席专家邹诗鹏汇报

了基地工作情况。

裘新同志表示，习近平总

书记的讲话全面总结了新中国

成立 75 年来特别是新时代以

来我国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取得

的伟大成就，深刻揭示了中华

民族共同体意识形成和发展的

根脉和魂脉，明确提出了新时

代新征程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

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

设的总体要求和主要任务。下

一步，我们要认真学习领会会

议精神尤其是总书记重要讲话

精神，结合学校实际抓好贯彻

落实，强化对习近平总书记关

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

思想的学习领会，强化学校党

委对民族工作的全面领导，强

化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

育，强化为新时代党的民族工

作提供学科支撑、咨政服务。

本报记者 汪蒙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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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ᬑݹ喏ู ᬒ๓႒چༀ
Β䃜㸄̬㵸䄯ⵀᬑ䴕倄ふ᪅㗞喏
⩜⽧䊜䃫ᬑ᱘⮰͙๚๓႒ȟᬕऺٴ
๓႒ȟࡃ⊣䕿๓႒ȟ䴕⮰仂ᅀ
⿷๓႒ȟ倄ͩ๓႒সቀ䧋䉐ⵀ⾢
䮎喏䬠䔄᠈цβᬑ䴕ҫ䶲亲Ƞ

ᬑ᱘喏䃫䬚ఎ仂々ݜ䃫
͙๚๓႒喏ࣸ ᅝ᱖Ბ႒ᱛ
ⵀ⾢ȟ᪳ ϐ≭ふ䲎⮰ऴ҈ࡂ
ϐᢎᘻ㻭Ƞ䮻ऺᬕ⽧⩜๓႒
Ąูᬒ-ᬕ⽧⩜䭱ࣸ႒ѹߌ࣮
䶥ⰚąθঔᎠ㏖ᔡ≧ߔȠ
䕿๓႒喏ࣸ⊢ࡃ ᅝߌᑦ⤲
ऴ҈⌝ڑᣎ䃔喏ᄲⵀ䶥
Ⱊ⩟៑ȟ႒ᱛڝϗȟ႒⩋ϐ

ᢎϐ≭ふ䲎ߌᑦऴ҈Ƞ
ₐโ喏ู ᬒ๓႒Џ㶔ఎ䔄

᠈цβ͙侧ᬑ᱘๓ҫॠ↋⊕喏
侧ࡃ⊣䕿ᕧ䶲η⢷ᵥࡺᵍࣷȠ

䮻ऺ喏䃫䬚ఎݜ䃫䴕Ƞ
仂ᅀ⿷๓႒喏ࣸ ᅝߌᑦ႒ᱛⵀ
⾢ȟϦഥڧȟ᪳ ϐ≭ふ䲎ऴࡂ
ϐ≭Ƞ倄ͩ๓႒喏䃫䬚ఎڑ⌝҈
ц㻭ᵍ䪫䗽ⱋ∩喏Ꭲ࣮̺S3䃦ಇ喏
ͦछᠭ㐙ࣽᆁ䄪䷄䉍⡚ูᬒ߇䛻Ƞ

䃫䬚ఎ䔄䃫䬚βቀ䧋䉐ⵀ
⾢䮎Ƞࣸఠ㐁ᣔ䔇ⵀऴ҈ȟ
႒ᱛϐ≭⌝ڑ⇋䕆喏Ⱔ㏒ڝसᣔ
䶲ഋ႒ᱛⵀ⾢সࣽᆁȠڟⰤߔ

来源：国际合作与交流处

᫇᭽ᰳಢڃᛪ̼ߥெܷܬ

三十载医疗扶贫路，温暖“老少边穷”地区
复 旦 上 医 博 医 团 深 入 基 层 接 续 传 承“ 为 人 群 服 务 ”大 爱 与 精 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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