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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单 青

人才结构“老的老小的小”

陈杰（化名）在民营医疗服务行业摸爬
滚打了16年。从最初的小诊所，到如今在省
城拥有5家医院，陈杰感同身受：“如果没
有专家资源，病人凭啥去你这个新开的医
院？”他说，人才梯队不理想，已成为民营
医院发展的致命制约。

“建院之初，第一批招到的都是厂矿企
业的医生，或者县城医院的医生，早期连退
休专家都招不到。”陈杰有些无奈，随着医
生“走出去”的氛围才慢慢好转，如今，民
营医院人才队伍普遍“老的老、小的小”，
一种是公立医院退休的专家，另一种是招聘
的刚毕业的年轻人。

“40岁左右的中坚人才，想去却不敢

去。”一位公立医院医生表示，青年医生尤
其需要积累经验，也有多点执业的愿望，但
这种选择，几乎意味着放弃在原单位几年甚
至十几年的积累，包括职称晋升、学术地位
等。因此，大多数医生宁愿守着“铁饭碗”
也不愿冒险。

面对困境，民营医院希望通过高于公立
医院几倍的薪资吸引人才。陈杰说，事实上
民营医院给出的年薪，对高职称医生没有吸
引力。

规范化发展，人才是关键

“民营医院资金不缺、设备不缺、硬件
配备都没问题，为什么还是不好开？最关键
的是人才问题。”兼任一家民营三级综合医
院院长的山东大学第二医院副院长毕建忠

说，过去不规范的私人小诊所把民营医院的
招牌砸了，社会对民营医院总体并不认可。
民营医院的规范化发展是一个趋势，改变老
百姓对民营医院“老印象”，人才是关键。

“以前难的是招不到人，现在难的是招
不到人才。”现在，陈杰把医院的环境、设
备连升了几个档次，但与10年前办院的艰难
相比，他依然没觉得轻松。“没有人才，医
院引进再高端的医疗设备，也无法提供真正
有效、负责任的医疗服务，整个行业便难有
更好的发展。”

仅靠退休专家“造势”，缺乏正当年的
精英团队，失衡的人才结构下，民营医院还
能撑多久？一位副主任医师表示，“医生群
体大都对多点执业持肯定态度，有些在职专
家也会与民营医院建立‘地下’联系，但还
是不敢摆在明面上。”他说，从一定程度上

讲，医生自己对民营医院的观念就没有转
变，这是制约民营医院提升诊疗质量的一大
瓶颈。

期待打破

公立民营“户口壁垒”
“多点执业政策解放了医生，给民营医

院带来了发展契机，也能缓解老百姓看病难
的问题，是件好事。”但民营医疗机构在科
研立项、学术平台等方面与公立医院存在较
大差距，一直是陈杰的心病。

无法提供学术上的满足感，是民营医院
的硬伤。记者了解到，多数民营医院医生目
前无法向上申请科研基金，缺少继续教育。
“民营医院给不了医生专业的学术地位和机
会，比如医学组织不会给民营医院医生一个
主任委员职务。这种观念和现状，至少需要
五到八年才能有所改观。”毕建忠感慨道。

鼓励多点执业的同时，打破公立、民营
医院“户口壁垒”，医疗人才才能顺畅流
动。可喜的是，今年2月省卫生计生委出台
了《关于进一步促进社会办医的若干意
见》。“如果真正实现社会办医与公立机构
一视同仁，将吸引更多医生多点执业、自由
流动。消除人才障碍，民营医院才可能迎来
新发展。”陈杰满怀期待。

□杨润勤

周末与老友在济南一餐馆小聚，菜上
桌，老友颤抖着舌尖品品这个，咂摸咂摸
那个，还把服务员叫来，问这个有没有苏
丹红，那个有没有亚硝酸盐，一顿饭吃得
提心吊胆。

不光是我们提心吊胆，在刚刚结束
的全国两会上，院士钟南山也表示，
“现在我看到那些养得特别肥的鱼，我

一般都不大吃的，担心它是吃了很多抗
生 素 长 起 来 的 ， 我 情 愿 吃 瘦 一 点 的
鱼”。还有位多年不使用抗生素的医生
朋友突然抗生素过敏了，这让他有点迷
惑。苦思冥想才恍然大悟，春节期间鸡
鸭鱼肉没少吃，可能是这些肉里残留的
抗生素所致。众所周知，眼下的养殖
业，把抗生素当成防治畜禽疾病的万能
药，在畜禽疾病高发时盲目加大剂量，
几乎已成常态。

回头再瞧瞧一次次刺激着人们神经的
毒奶粉、毒生姜、毒鸡肉、毒水饺、毒豆
芽等，大家对食品安全越来越担忧，但人
还得要吃饭，，还得把希望寄托于执法部
门“清理门户”，在失望与希望中，民众
对食品安全的信心越来越小。

如何让老百姓的舌尖别再颤抖？多部
门严格执法是一方面，窃以为，营造公德
之心更为重要。

道德沦丧 ,是近些年使用率较高的成
语。历朝历代凡是违背“礼仪仁智信”的
不轨之为均属道德沦丧，用这个词来形容
当今坑蒙拐骗、损人利己的人一点也不过
分，何况瞒天过海悄悄制造有毒食品坑害
消费者已属于大逆不道的孽障。然而，让
人痛心的是，大多孽障已病入膏肓，仅靠
“内病外治”进行严厉打击是不够的，要
“补德”。

试开几剂“补德处方”：信任的缺失
是一种文化的缺失，开展诚信教育，培养
公民的诚信意识必不可少；推进市场主体
信用体系建设，严格实行市场信用分类监

管，推行市场准入制度；重建并完善食品
行业的信用体系，由行业主管部门和社会
团体组织，对所有食品生产、经营者建立
食品安全信用档案等。

“道德的血液”还要靠法律进行净
化、制约。前几天看到几则消息：今年
“3·15”网民最关注的消费问题中，食
品安全居首；全国两会将食品安全提到
前所未有的高度，不久将会出台修订后的
《食品安全法》，围绕最严谨的标准，最
严格的监管，最严厉的处罚和最严肃问
责，化解食品安全治理的难题。不言自
明，这是乱中求治，固本培元。

过去的失望与希望已是过去，当下
的现状与探索正在进行，别再让百姓吃
饭吃得提心吊胆是我们共同的祈愿。

□于莉娟 王凯 报道

本报济南讯 近日，山东大学齐鲁医院成功实施了我

省首例经脐单孔腹腔镜肝左外叶切除术。

患者因查体发现肝占位1月余入院，诊断为肝血管

瘤。决定行经脐单孔腹腔镜肝左外叶切除术。手术由该院

胡三元教授、靳斌副教授、杜刚主治医师实施，取脐下

横弧形切口，长约3cm，依次切开各层，置入单孔腹腔

镜器械，用超声刀切断肝脏韧带、膈面等，将肝脏左外

叶切除，氩气刀烧灼肝创面止血，将标自脐下切口将其

取出，术中出血仅50ml。术后病理显示为（肝脏）海绵

状血管瘤，术后第一天患者进饮食，下床活动，恢复良

好。

经脐单孔腹腔镜手术是近几年来在国内外开展的一种

腹腔镜技术，是在多孔腹腔镜手术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升，

手术创伤小，腹腔暴露时间短，患者恢复快，痛苦小，并

发症较少，住院时间短，更容易为患者接受；但因手术不

仅要求医生要精通开腹手术的技术，而且还要有良好的腹

腔镜技巧，目前国内开展相对较少。该手术的成功，为我

省单孔腹腔镜技术的进一步开展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经教育部科技查新工作站查新，为我省首例经脐单孔

腹腔镜肝切除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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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多点执业③

人才进民营医院难在哪

别再让百姓吃饭提心吊胆

□记者 赵小菊 报道

本报济南讯 省食药监局日前下发《2015年全省保健

食品监督抽检和风险监测工作实施方案》，确定今年全省

将安排保健食品监督抽检监测1062批次，其中国抽462批

次，省抽600批次。

对今年的监督抽检我省明确了“坚持以发现问题为导

向、坚持抽检和考核相结合、坚持国抽和省抽统筹安

排、坚持监督抽检和风险监测相结合”四项工作原则，

在各市食药监局完成基本任务的基础上，依据各市上半

年发现不合格产品数量,奖励相应批次，鼓励多发现不合

格产品。

我省今年

将监督抽检1062批次保健食品

□记 者 单 青

通讯员 黄莎莎 报道

本报济南讯 3月14日，第三届山东（泰山）大血管

外科论坛暨山东省医师协会血管外科医师分会第四届学术

会议在济南举行，来自国内外300余名代表参加了会议。

本届论坛秉承“交流合作、共谋发展”的宗旨，突出

“大血管外科疾病诊疗的最新进展及学科建设”等主题，

同时兼顾周围血管外科疾病的专业交流，邀请国内外著名

专家就主动脉夹层的外科治疗、复杂主动脉瘤诊治等方面

做学术讲座。通过专题讨论、网络手术直播、手术录播和

疑难病例讨论，推动多学科融合与团队建设，构建一流的

血管疾病专业培训与交流平台。

第三届山东（泰山）

大血管外科论坛在济举办

□记者 赵小菊 报道

本报济南讯 记者从省食药监局获悉，从3月1日至5

月31日，我省以中药饮片生产企业、具有中药饮片经营范

围的批发和零售企业、以及使用中药饮片的医疗机构为对

象，统筹运用监测、检查、抽验三种手段，重点检查打击

制售染色、人工增重、以次充好、掺杂掺假等违法违规行

为，规范中药饮片生产流通使用秩序。

同时对近几年中药饮片抽验及监测情况问题率较高的

82个品种进行重点检查专项抽验，样品除了要按照标准和

已有的补充检验方法进行全检外，还要根据药材特性开展

标准外农残、重金属、黄曲霉素、染色增重等项目的检

测。

我省严打

中药饮片制售染色等行为

◆社会资本办医正迎来诸多利好信号。今年2月，我省

出台《关于进一步促进社会办医的若干意见》，明确提出

鼓励医师到社会医疗机构多点执业，推动优质医疗资源的

合理流动。近日，记者调查了解到，人才荒问题，依然是

民营医院发展难以逾越的一道坎。

我省成功实施

首例经脐单孔腹腔镜肝切除术

□记 者 王 凯
通讯员 赵筱鑫 报道

本报济南讯 3月17日，山东省立医院
小儿骨科病房，来自日照市岚山区中楼镇的
小患者刘莉（化名），收到医院社会工作办
公室通过“微信”募集来的1 . 97万元“爱心
捐款”，成为第一个获得“微公益”求助的
患者。

据山东省立医院小儿骨科主任医师王延
宙介绍，刘莉出生在日照市的一个普通农民
家庭，令人意外的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小
刘莉走路时越来越明显的鸭子步态，引起了
家人的注意。焦急的父母带她到县医院检
查，医生给出的诊断给小刘莉父母的心头笼
上了一层阴霾：“发育性髋关节脱位，是一
种严重的损伤，现在最好的治疗手法是手术
治疗，并且越早效果越好，如果拖得太久，
可能会留下残疾。”

然而，家里微薄的积蓄让父母越来越
感到力不从心。去年7月，他们一家三口带
上家里所有的积蓄坐火车来到济南，慕名
找到该院。小刘莉一共需要做三次手术，
每次手术的费用都在两万元左右。父亲刘
建伟只好通知老家的亲戚想法筹钱。中楼
镇是山区，村里的人收入都不高。小刘莉
用爷爷挨家挨户地敲门，从亲戚、邻居那
儿凑来的钱做了第一次手术，恢复良好，
只要再顺利进行后两次手术，她的身体就
能基本康复；但毕竟杯水车薪，后续治疗
需要的费用很快又成了难题，也让小刘莉
的康复之路步履维艰。

微信求助，发动社会力量募集爱心捐
款。据该院医务社会工作办公室主任尉真介
绍，今年3月初，小刘莉一家又来到该院治
疗，并向该院医务社会工作办公室求助。很
快，小刘莉的有关情况开始见诸于各大公益
媒体，新浪微公益、腾讯乐捐公益等媒体，
引起了爱心人的广泛关注。

“微公益的力量太强大了，从上周四到
本周二，短短6天时间，收到各类善款近2万
元！”首次尝试的成功，让尉真兴奋不已，
“天使妈妈”基金会已将此次手术的2 . 5万
元费用拨到山东省立医院账户，剩余的金额
将汇入“爱心基金”用于后续的钢板拆除手

术及功能康复等。目前，孩子手术已经顺利
完成，正在康复，并于近期出院。

尉真表示，医院将进一步利用这种形
式，为更多的贫困患者募集爱心。联系各

救助领域的慈善组织，以汇聚爱心，保护
弱势群体的生命、健康、生存和发展权
利，开展特殊群体的医疗救助、康复关怀
和信息咨询等的公益活动。不断开辟新的

渠道，推动山东省立医院惠民医疗救助工
作的发展，让更多的贫困患儿及其家庭得
到及时有效的经济支援，安心接受治疗，
早日得到康复。

发育性髋关节脱位患儿治疗费用使家庭不堪重负

省立医院“微公益”为患儿成功募捐

□杨润勤 王胜男 报道
3月8日至14日是“世界青光眼周”。济南市第二人民

医院组成眼科团队在槐荫区为居民讲解青光眼知识，并免
费为现场居民进行了眼科裂隙灯、眼底镜、眼压等检查。

□记者 王凯 报道
髋关节脱位患儿刘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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