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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重庆日报记者 李星婷）
10月27日，重庆医科大学在建校65
周年纪念大会上发布了该校“十四五”
事业发展规划，计划到2025年，学校
整体实力显著提升，进入全国高水平
医科大学前列。该校2035年的远景
目标是全面建成高质量的一流研究型
医科大学。

具体来说，未来五年，学校发展
的主要目标是:人才培养取得新成
效；学科建设构筑新格局；师资队伍
达到新水平；科技创新取得新突破；
国际合作开创新局面；社会服务彰显
新贡献；校园文化厚植新底蕴；保障
能力再上新台阶；学校治理展现新效
能。

重庆医科大学发布“十四五”事业发展规划

到2025年进入全国高水平医科大学前列

你知道吗，在重庆医科大学，有
一件令重医人引以为傲的“传家
宝”？不仅如此，作为一所独立办学
的医学院校，走过65个春秋的重医在
学科建设、创新体系构建、人才培养
领域还有不少创新之处。

那么，重医的“传家宝”是什么？
在学科建设等方面的创新之处体现
在哪些地方？日前，重庆日报记者采
访了该校校长黄爱龙。

学校“传家宝”是什么？
上医老专家西迁来渝建

校留下宝贵精神财富，爱国
主义是核心，精髓是听党指
挥跟党走，与党和国家、与民
族和人民同呼吸、共命运

重庆日报：听说重庆医科大学有
一件“传家宝”，您能不能给大家亮一
亮呢？

黄爱龙：“传家宝”确实有一个。
重庆医科大学的前身是成立于1956
年的重庆医学院，由上海第一医学院
（现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的一大批
老专家西迁重庆创建。

当年，400余名上医人扎根重庆，
艰苦奋斗，建设重医。他们当中，有
一大批在国内非常有影响力的内、
外、妇、儿、传等专家，包括著名的传
染病学专家、上医副院长钱惪，我国
儿科医学开拓者和奠基人之一、上医
附属儿科医院院长陈翠贞。这些老
专家克服新校设备不足、资料不全、
交通不便、生活不习惯等困难，在艰
苦条件下忘我地投入教学、科研和临
床工作，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这
就是“西迁精神”，也是我刚才所说的

“传家宝”。
“西迁精神”的核心是爱国主义，

精髓是听党指挥跟党走，与党和国
家、与民族和人民同呼吸、共命运。
它成就了今天的重医，并在当今得到
传承。

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重医各
个部门、附属医院，不论是医生护士
还是在校师生，全都行动起来。他们
有的在除夕夜就奔赴抗疫一线，有的
在实验室忘我地开展应急科研攻关，
展现了伟大抗疫精神，也很好地诠释
了“西迁精神”。

重庆日报：经过 65 年发展，在您
看来，如今重庆医科大学有了哪些新
变化？

黄爱龙：经过几代重医人不懈奋
斗，我们形成了传染病、临床检验诊
断、儿科、神经内科、超声医学等多个
优势学科。

比如，重医自建校时就成立了传
染病学科；超声医学团队“从0到1”，
实现了超强度聚焦超声技术从科研
攻关、成果转化到产品生产，海扶刀
聚焦超声肿瘤治疗系统远销海外。
值得一提的是，作为我国首台完全自
主知识产权大型医疗设备，首台海扶
刀设备还被中国国家博物馆收藏，为
学校赢得荣誉。

65年来，重医先后培养了15万
医疗卫生人才。其中，重医几十年坚
持不断地培养儿科学人才，成就了重

医附属儿童医院在全国的影响力，成
功获批为国家儿童健康与疾病临床
医学研究中心。

如何培养医学人才？
除了让学生掌握医学

知识，还把立德树人作为根
本任务来抓

重庆日报：聚焦“四个面向”，重
庆医科大学在学科布局、创新体系构
建、人才培养等方面有哪些创新之
处？

黄爱龙：“四个面向”的提出，对
我们从事医学教育和医学研究的工
作者来说迎来了一个春天。医学教
育是最严格的职业教育之一，除了需
要医术精湛，还需要更多人文关怀。
因此，作为一所医学院校，我们除了
让学生掌握医学知识，还把立德树人
作为根本任务来抓。

培养适应未来的医学人才，是医
学教育面临的重要课题。对我们来
说有两个方面，一是整合教育，二是

“医学+”。
学校10年前就在全国率先探索

整合教学改革，目前我们与英国莱斯
特大学进行合作，开展临床医学专业
的学位教育，打造整合教学的升级
版，助推医学教育改革。

在“医学+”方面，近年来我们逐
渐从外延式扩展转向内涵式发展，但
内涵式发展绝不是关起门来发展，反
而是更加开放的发展。比如我们与
中科院生物物理研究所、生物化学与
细胞生物学研究所都签订了研究生
联合培养协议，同时布局未来技术学
院和现代产业学院，进一步推动科学
研究和成果转化。

重庆日报：在参与西部（重庆）科
学城建设、助力重庆建设具有全国影
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方面，重庆医科
大学做了哪些尝试？

黄爱龙：西部（重庆）科学城建设
对于重医来说是一个重大机遇。重
医新校区就位于科学城，目前正在进
行绿化品质提升。去年10月，24个
高校、科研院所重点创新平台项目集
中签约落户西部（重庆）科学城，其中
就有3个重医的项目，目前正在稳步
推进。

生物医药是西部（重庆）科学城
的四大主导产业之一，今后重医还将

充分整合资源，谋划更多重大项目落
户科学城，积极参与科学城的重庆实
验室、国家重点实验室等战略科技力
量的建设，进一步支撑科学城发展。

怎样建设一流大学？
致力于人才引进和人

才培养工作，让更多优秀人
才在重医发展事业

重庆日报：人才是衡量一个国家
综合国力的重要指标。未来，重庆医
科大学将怎样推进一流大学建设，培
养时代新人？另外，您对学校未来的
发展有什么梦想呢？

黄爱龙：我们的中长期目标是建
成中国最好的医学院校之一。我经
常讲一个逻辑关系，首先是一流环境
和一流人才，然后是一流学科和一流
专业，再对应的是一流成果和一流学
生，最后才是一流大学。也就是说，
建成一流大学的关键是一流环境和
一流人才。有了一流环境和一流人
才，之后的就顺其自然了。

一流环境和一流人才，其实是一
个筑巢引凤的过程。环境包括硬环
境和软环境，包括人与人之间的关
系。有了一流环境，一流人才才更加
愿意来。

对重医来讲，一方面，我们致力
于让人才引得进、留得住、用得好。
2018年，学校出台了高层次人才引进
管理办法，目前已引进近100名与医
学相关的各学科人才。

另一方面，我们自己也培养人
才。比较有特色的是，如果校内培养
的人才达到引进人才的条件，我们也
会在薪酬待遇、项目启动基金等方面
给予与引进人才同等的支持。

“十四五”时期，围绕科技强国、
健康中国的目标，我们将继续致力
于人才引进和人才培养工作，让更
多优秀人才在重医发展事业，让我
们的校园变成重庆最好的校园之
一，在全国独立办学的医学院校当
中也是最好的校园之一。这是我的
两个梦想，希望在“十四五”时期能
够完成。

重庆医科大学校长黄爱龙：

建一流大学，关键是一流环境一流人才
重庆日报记者 张亦筑

学校名片

重庆医科大学创建于195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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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5年更名为重庆医科大

学，2015年成为重庆市政府、国家卫

健委和教育部共建高校，临床医学

等学科排名全国前列，多项成果在

《柳叶刀》《自然·医学》等国际顶级

期刊发表。

走进在渝高校校长系列访谈③

65年前，一大批上医老专家溯江
而上，在艰苦的条件下创建重医，经过
几代人不懈奋斗，才有了重医的今
天。上医优良的办学传统、严谨的治
学理念，以及老专家们身上的“西迁精
神”，都在重医得到传承，也造就了重
医的特色优势。

事实上，重医的发展不仅是传承过

去，还有开拓创新。坚持“四个面向”，近
年来重医不断改革探索，面对医学教育
的新课题，培养适应未来的医学人才，推
动医学研究和成果转化，朝着“建成中国
最好的医学院校之一”的目标前行。

在传承中创新，在奋斗中前行，这
样的一所学校必定有更美好的未来。

张亦筑

在传承中创新，在奋斗中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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