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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样本

习主席强调，让事业激励人才，让

人才成就事业。随着世界新军事革命

加速推进，高素质专业化新型军事人才

需求愈加旺盛，进一步优化培养及储备

人才机制成为关键。

面对强军事业中需要探索的大量

课题、需要破解的大量难题，陆军军医

大学主动破除人才引进、培养、使用、评

价、流动、激励等方面的障碍，利用四地

办学优势精准高效配置军事医学人才

资源，进行了高学历人才选、用、育、留

机制的有益探索。

艰苦边远地区单位看似困难多、挑

战大，但也最磨砺人。基层是部队战斗

力的基础，也是最具创新活力的地方。

将高学历人才分配到高原、边疆，为的

就是让缺乏实践经验的青年骨干在研

究新问题、解决新问题中增长才干，在

复杂环境、重大任务中提升能力。

人才是培养出来的，更是磨砺出来

的。一方面，要在艰苦边远地区充分发

挥高学历人才科研创新、成果转化等能

力；另一方面，通过人才的流动，组织活

力将被进一步激发，促进前沿知识和先

进技术扩散运用。

在此基础上，陆军军医大学结合

实 际 探 索 形 成 人 才 补 充 循 环 链 路 ，

让 人 才 在 使 用 中 成 长 ，在 使 用 中 发

挥 作 用 ，在 使 用 中 砥 砺 品 质 、增 长 本

领 ，源 源 不 断 扩 充 人 才 队 伍“ 蓄 水

池 ”，努 力 打 造 专 业 化 新 型 军 事 医 学

人才方阵。

让事业激励人才 让人才成就事业
■王 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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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变，发生在离基层
官兵最近的地方

“把博士放到艰苦边远地区是不是

一种浪费”“高学历人才能为基层带来什

么”“基层单位能否为青年科研骨干成长

发展提供足够支持”……

关于“值”还是“不值”的争论，在高

学历毕业学员赴艰苦边远地区锻炼机制

酝酿初期，一直存在。

那段时间，陆军军医大学党委一班

人深入调研分析医疗卫勤人才队伍建设

情况，常常在会议中意见不一。

如何打破基层军医在官兵心目中只

会“开感冒药、转诊单”的形象，如何解决

高学历人才在基层出现心理落差的现实

情况，如何打破艰苦边远地区单位陷入

“越艰苦人才越难来，人才越不来越艰

苦”的怪圈……每个问题拉出来都是一

场大讨论。

2018 年，博士毕业被分配到高原某

医院的高诗豪，起初并不理解母校在人

才培养上的良苦用心，反而满是彷徨和

困惑。

“下了飞机，看着机场附近荒凉的

山 脊 ，高 反 的 眩 晕 感 一 下 子 冲 到 头

顶 。”艰 苦 的 条 件 ，让 初 来 乍 到 的 高 诗

豪 傻 了 眼 ，满 脑 子 想 的 都 是 有 没 有 平

台资源、有没有科研环境、能不能发挥

专业特长，害怕要面临“英雄无用武之

地”的巨大落差。

转变，发生在一次巡诊路上。

12 月的雪域高原，寒风刺骨。由陆

军军医大学抽组几所医院军医组成的医

疗队刚刚抵达，某边防团团长一个电话

就打了过来。

“医生快来！我们有位战士训练时

从高处摔了下来！”

高诗豪喘着粗气，一路小跑跟在带队

专家身后。“面色苍白、脉搏加快、血压下

降……肋骨、脊柱骨折，可能伴有脾破

裂。”医疗队专家联合诊治结果并不乐观，

紧急后送受伤战士的任务压在了高诗豪

身上。

6 个多小时的车程，高诗豪一刻也

不敢放松。

直到站在医院手术室参与脾脏切

除手术，高诗豪才真正意识到，读书时

挂在嘴边的三级联诊、后送转运、伴随

保障对一线官兵的生命健康究竟意味

着 什 么 。“ 不 管 是 科 研 还 是 临 床 ，身 为

军 医 ，在 这 里 我 能 做 很 多 事 情 ！”高 诗

豪说。

3 年多时间，从边防一线营区到海

拔 5000 多米的哨位，高诗豪一次不落地

参与巡诊任务，为部队官兵提供面对面

的医疗服务。

“要走出象牙塔，沾点泥土气，更要

为戍边战友做些什么！”随着巡诊点位海

拔的升高，高诗豪对能不能走通人才选

留路子的疑虑也越来越“稀薄”。

看着这群博士的成长变化，学校在

描绘人才“成长规划线路图”时下笔也更

加笃定。该校领导感慨道：“我们坚信，

科研创新需要人才储备，而人才成长必

须经过实战磨砺。”

最终，在陆军党委的指导支持下，陆

军军医大学决定——

明确接收的直读博士研究生须补充

到位于新疆和西藏的陆军军医大学下属

单位。其中，实际工作满 3 年，现实表现

好、考核结论优秀的，可结合专业优长和

个人意愿，在大学范围内统筹交流使用。

2021 年底，被选为第二批交流回到

内地单位的骨干时，高诗豪的想法更加

笃定：“作为军医，如果没接触过一线部

队、不了解基层情况，未来又如何服务部

队、保障打赢？”

成长，源自一线实践
磨砺

刚到高原医院，还没等完全适应环

境，习惯埋头科研的博士生们就遇到了

临床工作的一系列考验——

出门诊、管病人的规范流程及操作

不够熟练，没有开展常见高原病诊治的

专业经验……毕业分配到一线，就算是

博士学历，缺乏临床资质和实践能力，本

质上还是“毛坯型人才”。

“ 这 让 我 们 产 生 了 强 烈 的 本 领 恐

慌。”博士毕业到高原某医院工作，王思

扬越发体会到，积累临床经验、解决临床

问题是基层医疗工作的重中之重。

于是，在大学安排下，有着二、三十

年卫勤工作经验的“老高原”开始专门组

织教学查房、教看辅助诊断、指导医嘱开

具……每当有一批博士生分到高原，就

能在医院看到一袭白大褂身后跟着许多

青涩面孔。

随着越来越多博士生上高原，该校

“育苗”动作的连贯性也越来越强：常态

化组织考核评估、座谈交流，开展“组团

式”轮岗代职、“点菜式”进修培训、“一对

一”科研辅导。

“熟练掌握临床技能后，他们本能地

将注意力放在了高原病致病机制探究、

治疗方案优化之上。”带教时，一位“老高

原”察觉，博士生们长期从事基础研究，

善于利用科研思维、专业视角思考和解

决问题。

“科研要扎根实践，更好地服务基层

官兵。”高诗豪说。

在艰苦边远地区，开展科研工作的

难度远比想象中更大。

多次深入实地开展调研，该校党委的

系列举措给博士生们吃了一颗“定心丸”。

拟定发展规划、划拨专项资金、安排

仪器设备……了解到大学正以高原病

科、检验科等科室为核心，筹划建设高原

伤病防治临床研究基地，高诗豪等人便

主动领命，想要为特殊极端环境下的医

学保障事业发展贡献才智力量。

直到回内地前，高诗豪还惦记着高

原实验室建设工作的推进。

了解到新来的学弟学妹们已经能利

用实验室开展实验，进行临床标本预处

理，高诗豪生出了一种“交‘接力棒’的感

觉”。

“科学研究需要一以贯之。有了平

台之后，目标就更明确了。”结束查房后，

博士生张潇匆匆赶往实验室继续准备课

题任务。

这段时间，张潇正在和科室的“老高

原”一起，探讨一项课题。类似的“新+

老”研究小组模式，已经在高原某医院成

了一种常态。

人才在一线实践中的成长同样辐射

带动着单位学科建设发展——

博士生“重科研”，专业知识扎实、创

新思维活跃，能在课题攻关中系统梳理

研究思路；高原军医“重临床”，实战经验

丰富、想法贴近基层，是发现临床问题、

收集研究数据的好手。

如此一来，“老高原干事创业的积极

性也被充分调动了起来。”高原某医院领

导指着近 3 年医院科研课题申请统计表

说，“3 年来，已经有一批优秀藏族军医

成功通过了西藏自治区的科研课题申

报。”

博士，成了这所高原医院科研创新

的最佳助力。

艰苦，成了人才成长
的“催化剂”

已经在陆军特色医学中心康复理疗

科就职的高诗豪，最近打算重返高原。

择优选留学校后，高诗豪进一步明

确 了“高 原 +疼 痛 ”的 研 究 方 向 。 前 不

久，科室主任带领团队探讨高原某训练

伤及后续病变问题。开展新一轮实地研

究之际，曾经有过高原任职经历的高诗

豪成为主力队员。

3 年时间，大学安排通过遴选考核

的医学博士们纷纷交流回到内地单位任

职。梅铁牛、高诗豪等人的成长线路，为

其他正在艰苦边远地区磨砺的高学历人

才发展指明了方向。

“路径明确，干劲儿当然更足了！”谈

到未来规划，这群年轻博士眼睛里闪着

光。

已经在西藏待了近 3 年的孙皓伦，

便是其中之一。前不久，他和科室同事

一起，将睡眠监测新业务开展起来。

“在此之前，医院没有神经内科的专

科医生。”孙皓伦坦言，“遇到因为失眠、

头痛、脑梗等问题前来就诊的戍边战友，

只能给出止痛药、安眠药，或是安排转

诊。”

“想到了，就大胆去干！”这是大学给

予高学历人才发展的鼓励。

博士毕业后，有生物医学工程专业

背景的唐翔宇被分配到高原某医院影像

科协助工作。为了能够准确出具报告，

他只要坐上诊室椅子、握住超声探头，就

会打起十二分精神。

每次在就诊高峰期独立承担诊断任

务，唐翔宇仍担心自己会因为临床经验

不足、判读时间紧张而出现工作失误。

利用信息技术辅助影像诊断的念

头，时不时浮现在他的脑海。

从零开始自学编程、依据诊断需求

完善程序、增加数据量提升准确率……9

个多月后，一款智能化胸部平片识别系

统被唐翔宇带进日常工作。

沿 着 大 学 设 计 的“ 成 长 规 划 线 路

图”，博士生们除了参加教育训练和日常

诊疗，还必须参与卫勤保障任务、边关医

疗巡诊，确保把最优质的医疗服务送到

边防一线。

“听吧，新征程号角吹响，强军目标

召唤在前方……”从海拔 4000 多米传来

的歌声，穿过云层直抵人心。背靠刻着

“詹娘舍”几个大字的峭壁，不知是谁提

议，医疗队和哨所官兵一同唱起《强军战

歌》。

作 为 护 理 专 业 博 士 ，许 珂 说 自 己

永 远 忘 不 了 这 首 在 天 边 唱 响 的 军 歌 。

每当劳累时，她就会想起指甲凹陷、嘴

唇 皲 裂 却 总 保 持 昂 扬 精 神 的 戍 边 战

友。

在高原的日子里，许珂发挥心理护

理专业优势，为边防官兵进行线上授课，

完成一对一心理咨询和团体心理辅导。

从临床经验基本为零的“小白”成长

为能够独当一面的军医，高寒缺氧的艰

苦，成了人才成长的“催化剂”。

曾经深埋于梅铁牛心中的火种，如

今在一批批奔赴艰苦边远地区锻炼的博

士生心中越烧越旺。他们，正面向战场、

面向部队、面向未来，一步步实现“学位”

与“战位”的对接。

一群医学博士成长的“高原路径”
■刘小薇 左胜男 刘春华

时隔多年，梅铁牛再次回到高原，

变化最大的是名字前面的头衔——以

前是博士毕业生梅铁牛，现在是高原专

家医疗队组长梅铁牛。

带 领 医 疗 队 队 员 踏 上 边 防 巡 诊

的 崎 岖 山 路 ，梅 铁 牛 又 把 熟 稔 于 心 的

常 见 高 原 病 处 置 方 式 在 脑 海 里 过 了

几 遍 。

耳边呼啸着巍巍昆仑的凛冽寒风，

梅 铁 牛 却 觉 得 心 中 有 团 火 越 烧 越 旺 。

曾经作为基层军医驻守高原的经历，成

了如今以新身份带领队员完成卫勤任

务的底气。

3 年前，陆军军医大学依托艰苦边

远地区单位探索选留博士生新路子，希

望通过建立“毕业分配—扎根基层—实

战磨砺—成才成长—择优选留”的循环

机制，进一步拓宽骨干人才补充渠道、

锻炼选留博士生意志品质、激发用人单

位队伍活力。

重新划定的“成长规划线路图”背

后 ，是 军 队 院 校 人 才 培 养 聚 焦 练 兵 备

战 一 线 、科 研 创 新 对 接 作 战 需 求 的 鲜

明导向。

因为表现优异，博士毕业分配到高

原某医院的梅铁牛，被选为新机制的首

批对象交流回到内地任职，开启了一段

截然不同的发展道路。

离开高原那天，梅铁牛的背包格外

重。他把在高原将近 4 年时间积累下的

研究资料、数据案例全部打包。

看向飞机窗外，高原山脊在云层中

若隐若现，梅铁牛目光坚毅：“早晚有一

天，我会带着研究成果反哺高原”。

3 年后，重新回到高原军医生涯的

“ 起 点 站 ”，梅 铁 牛 发 现 这 里 多 了 不 少

学弟学妹。他开玩笑说：“一所高原医

院 的 博 士 比 例 ，都 快 赶 上 内 地 的 三 甲

医院了。”

这群双颊透出高原红的博士们，正

和梅铁牛一样，走在一条全新的人才培

养道路上。

从博士生到专家医疗队组长
■韩治中 左胜男

一线调查

图①：在某边防卫勤训练大队，博士毕业生张中豪（左二）与学兵们交流谈心。 李祈龙摄

图②：在军队高原伤病防治临床现场研究基地，博士毕业生冯燕海在做实验。 次仁顿珠摄

图③：博士毕业生孙皓伦（右一）参与义诊工作。 次仁顿珠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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