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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

建一流医科大学，原始创新能力
至关重要。多年来，学校坚持自主创
新，已建成国家级、省部级研究平台
60余个，荣获国家科技奖励等省部级
以上科技奖励90余项，并在传染病
防治、医疗设备研制、临床疾病诊治
等方面取得了一系列重大原创成果。

科技创新成果不断涌现。建校
初期，钱惪教授研发筛选出抗击血吸
虫病的血防“846”，凌萝达教授在全
国首次提出“头位难产”理论，吴祖尧
教授成功研制了被美国严格封锁的
石膏纱布以及三角钉等医疗器械
……

进入21世纪，学校王智彪教授
团队研制的高强度聚焦超声肿瘤治
疗系统（海扶刀）成为我国第一台具

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大型医疗设
备，团队承担了国家重大科研仪器设
备研制专项（6000万元），研制出全
球首套球形聚焦集声系统；杨培增教
授团队长期聚焦葡萄膜炎研究，创建
了国际上最大的葡萄膜炎数据库和
样本库；谢鹏教授团队长期致力于抑
郁症、脑血管病等领域临床研究，研
究成果发表在《柳叶刀》《世界精神病
学》等顶级期刊。

2020年初，黄爱龙教授团队火线
攻关，研制出全球首个获批上市的化
学发光法新冠病毒抗体检测产品，
出口多个国家和地区；金艾顺教授
团队成功搭建抗体快速筛选技术，
为抗体药物和诊断试剂提供重要平
台；李秋教授团队编制发布了全球

首个儿童新冠诊疗指南，得到世界
卫生组织指南实施与知识转化合作
中心、亚洲指南联盟的高度认可并
在全球推广。

科研平台建设成绩卓著。学校
有国家重点实验室、国家工程研究
中心、国家临床医学研究中心、国家
生物产业基地实验动物中心、国家
级国际科技合作基地5个国家级平
台，其中国家儿童健康与疾病临床
医学研究中心是重庆市第一家获批
的国家临床医学研究中心。2020
年，学校建成省部共建超声医学工
程国家重点实验室，这是学校获批
的首个国家重点实验室，也是重庆
市获批的首个省部共建序列国家重
点实验室。

重庆医科大学 服务国家战略 建一流医科大学
医心向党践使命医心向党践使命 薪火相传育人才薪火相传育人才

重庆医科大学创建于1956年，
是由上海第一医学院（现复旦大学上
海医学院）分迁来渝组建，原名重庆
医学院。

1955年，党中央、国务院作出支
持大西南的决定，在时任上海第一医
学院书记、院长陈同生的建议下，周
恩来总理亲自确定把上海第一医学
院“全部内迁”改为“抽调部分力量”
建立重庆医学院，朱德副主席亲笔题
写校名。

当时，由上海第一医学院老院长
颜福庆领衔筹建重医，陈同生兼任重
医首任书记兼院长，副院长钱惪带头
响应号召，李宗明、吴祖尧、王鸣岐等
400余名上海医学院老前辈毅然溯江
而上，远涉巴山蜀水，开启了上海医学
院二度西迁、开拓兴学的历史。

时任上海医学院附属中山医院

副院长的左景鉴，为了表达坚决扎根
重庆的决心，将位于上海复兴中路
180平方米的复式洋楼交还给公家，
自己带着妻子和年幼的儿子、小女儿
迁往重庆，当时正读大学的大女儿

“无家可回”，只能借住在学校宿舍。
时任上海医学院儿科医院副院长的
石美森，将妻子凌萝达和3个孩子留
在上海，先行赴重庆负责儿科医院的
筹建。两年后，凌萝达离开上海医学
院附属妇产科医院奔赴重庆，在重医
妇产科的建设发展史上留下了举世
瞩目的成果，夫妇二人一起为重医奉
献了自己的余生。国家二级教授、美
国康奈尔大学博士陈世騠，放弃上海
优渥的生活条件西迁重庆，他的儿
子、孙子受到他的影响，立志于医学
事业，祖孙三代都投身重医附一院的
建设，留下了一段佳话……

西迁前辈们克服重重困难、作出
巨大牺牲，挥别繁华的大上海，溯江
而上，在重庆的袁家岗白手起家，建

设重庆医学院，他们白天上课，课后
还要参与学校的修建，在极其艰难的
条件下实现了一年建校、一年开学。

西迁前辈们还同时创建了重庆
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附属儿童医
院。而今，附属第一医院已成为全国
首批三级甲等医院和融合医教研、预
防保健及涉外医疗为一体的重点大
型综合性教学医院，年门诊量约300
万人次，牵头成立了重庆市首家医院
集团（医联体），包括3家直属部门与
单位、17家市内托管医院、5家市外
帮扶医院。当时由上海医学院儿科
系整体迁渝创建的附属儿童医院，如
今已是集医教研为一体的国家三级
甲等综合性儿童医院，已获批国家临
床医学研究中心、国家儿童区域医疗
中心（西南）、国家一流本科建设单
位，在“全国最佳医院排行榜”中连续
多年位居全国儿童医院第三位。

“老专家们无怨无悔地扎根重
庆，把余生都献给了重医，无论是在

学术事业上还是在生活和家庭上，都
作出了重大牺牲。”对此，重庆医科大
学校长黄爱龙表示，西迁老专家们为
学校特别是学科的建设奠定了坚实
的基础，他们不仅是重医的创校功
臣，也是西部医学教育事业和医疗卫
生事业的开拓者。

“西迁精神，奠定了学校的发展
之基和精神之源。”重庆医科大学党
委书记刘宴兵表示，学校从诞生之
初，便承载着中华民族复兴、国家强
盛的梦想，寄托着医学界精英的学
术理想和社会责任。刘宴兵介绍，
学校始终牢牢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
向，把学习西迁精神与开展党史学
习教育结合起来，把传承西迁精神
和弘扬伟大抗疫精神结合起来，深
度融入国情国史教育、爱国荣校教
育和思想道德教育的全方面各环
节，让西迁精神在时代发展中传承
延续，在薪火相传中历久弥坚，成为
学校发展进步的动力源泉。

65年的发展历程中，学校坚持落
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不断加强顶层
设计，优化学科布局，突出交叉创新，
扎实推动一流学科加快建设、特色建
设、高质量建设。

学校不断优化调整学科布局，着
力提升学科建设水平。目前共有4个
国家重点学科，6个进入ESI全球前
1%的学科，4个重庆市一流学科，16
个重庆市“十四五”市级重点学科。
学校学位授权点建设扎实推进，基本
建立了完善的以医学为特色的学位
授权体系，拥有一级学科博士点7个、
专业学位博士点3个、一级学科硕士
点12个、二级学科硕士点1个、专业
学位硕士点10个。

学校围绕健康中国及大健康产
业对高素质医学人才的需求，不断深

化专业内涵建设，临床医学专业通过
教育部本科专业国际认证和回访考
察，口腔医学、护理学专业通过教育
部本科专业认证。建成国家级特色
专业4个，13个专业入选国家一流本
科专业建设点，18个专业入选市级一
流本科专业建设点，重庆市“三特行
动计划”特色专业及特色学科专业群
建设项目数位居全市高校前列。学
校还获批4个国家级实验教学示范中
心，建有9门国家级一流课程。

学校认真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
务，毫不动摇地坚持人才培养的中心
地位和本科教学的基础地位，获批高
等学校医学人文素质教育基地。临
床医学专业毕业生执业医师资格考
试首次通过率保持在90%以上，学生
在全国性实验技能竞赛与创新创业

等大赛中屡获佳绩，斩获“中国大学
生自强之星标兵”“全国高校百名研
究生党员标兵”“小平科技创新团队”

“中国青少年科技创新奖”等荣誉称
号。

不断深化拓展对外交流，国际化
办学迈向更高层次。学校是首批来
华留学示范基地，并顺利通过来华留
学教育质量认证，近8年为“一带一
路”沿线国家培养医学人才1000余
人。2020年，学校与英国莱斯特大
学合作举办的临床医学（中外合作办
学）本科专业正式招生，是目前西部
唯一的临床医学中外合作办学项目，
开启了国际合作办学的新起点。学
校创办国内第一本分子医学与转化
医学相结合的英文学术期刊《基因与
疾病》，已被SCI数据库正式收录。

65年栉风沐雨，学校
持续推进“人才强校”战
略，通过几代人接续奋
斗，学校现有国家级人才
数量超过50人、省部级
以上高层次人才近 400
人，已基本形成思想素质
过硬、基础与临床深度融
合、多学科、复合型、创新
性高水平师资队伍。

一流的医学教育离
不开一流的附属医院，重
庆医科大学现有 9所直
属附属医院，坚持临床、
教学和科研并举，推动临
床诊疗水平持续提高，在
自主创新中不断催生高
层次人才和高水平成果，
附属第一医院、附属第二
医院、附属儿童医院连续
9年位列中国医院百强。

65 年来，重庆医科
大学勇担社会责任，积
极投身医疗卫生公共事
业，留下了无数可歌可泣的感人故事。在
血吸虫病防控、汶川地震救援、抗击非典
疫情和新冠肺炎疫情等重大公共卫生事
件面前，重医人不惧生死、不辞艰辛，站在
国家和人民生命安全的第一线，用实际行
动诠释了伟大抗疫精神。学校持续25年
支援凉山卫生学校建设，星星之火点燃学
子希望。为积极响应党中央号召，学校医
院近4年陆续派出30多位驻村第一书记
扎根贫困乡村助力脱贫攻坚，派出援藏干
部和医疗专家团队持续对口支援西藏昌都
等地区的医疗卫生事业发展，实实在在地
为老百姓办实事解难题谋福祉，社会美誉
度不断上升。

2020年初，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重
医5所附属医院共派出269名医护人员奔
赴疫情最严重的孝感和武汉；49名重医
专家加入重庆市级医疗救治专家组参与
医疗救治和指导工作；附属永川医院作为
重庆市4家集中收治新冠肺炎确诊病例
医院之一，收治患者全部治愈出院；16名
专家作为中国政府抗疫医疗专家组成员
先后赴阿尔及利亚、苏丹、巴勒斯坦等国
支援和指导抗疫工作，为国际抗疫大局分
享重医智慧。

迈入新征程，如何团结带领全校干部师
生为促进学校事业高质量跨越式发展、向实
现“双一流”奋斗目标继续奋进、早日建设成
为一流医科大学，更好地服务国家发展战略
和地方经济社会需求，是全体重医人关注的
时代主题。2020年，学校成功召开的第十
次党代会，为下一步发展指明了方向，明确
了路径。

新形势需要新担当、呼唤新作为。学校
将以建校65周年为契机，瞄准全国高水平
医科大学前列这一目标，抓住成渝地区双城
经济圈发展机遇，发挥重医整体优势，紧密
围绕“双一流”建设，全面思考、整体布局，整
合资源、协同发力，把交叉集成、协同创新落
到实处，以更高水平的临床医学人才培养水
平和医疗卫生服务质量为建设社会主义现
代化强国践行“重医”担当，为中华民族的伟
大复兴贡献更大力量！

赓续红色血脉

传承西迁精神 听党指挥跟党走

不断优化学科布局
教育教学硕果累累 学科建设成果斐然

提升原始创新能力

强化科研优势 打造创新平台

10月27日，是重庆
医科大学建校65周年
的日子。

“1955 年 9 月，文
汇报关于上海第一医学
院迁至重庆的报道。”
“1956年10月27日，庆
祝重庆医学院成立暨首
届开学典礼大会召开。”
“1985年更名为重庆医
科大学。”“2015年成为
重庆市人民政府、国家
卫生健康委员会和教育
部共建高校”……走进
重庆医科大学的校史长
廊，从黄浦江畔到嘉陵
之滨，从天下五洲到巴
山渝水，重医的发展始
终与民族的复兴紧紧
联系在一起。六十五
载风雨历程，不仅仅是
一部学校的成长史，也
是一部医学教育拓荒
史、一部高等教育铿锵
前行史、一部广大知识
分子爱国奋斗史。

立足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
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重庆医科大学始终胸
怀“国之大者”，把握大
势、敢于担当、善于作
为，加强党对学校工作
的全面领导，牢牢把握
社会主义办学方向，紧
密围绕“双一流”建设，
以办好党和人民满意
的医学教育为宗旨，以
培养医德高尚、医术精
湛的高素质医学人才
为己任，以“立足重庆、
面向西部、服务全国、
走向世界”为战略导
向，把为党育人、为国
育才作为最根本的使
命担当，走出了一条新
时代重庆医科大学的
强校之路，谱写了学校
高质量发展的新篇章。

“海扶刀”入藏中国国家博物馆

黄爱龙教授团队开展抗体检测试剂研发工作

重庆医科大学缙云校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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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医学院建设初期的建设者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