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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路再險也得闖 骨頭再硬也要啃

為大型公立醫院改革闖新路

身為廣東省政協委員，林加興對港澳乃至
海外醫療服務並不陌生。改革開放以來，廣
東一直是內地與港澳醫療衛生合作的「橋頭
堡」。 面向港澳乃至海外服務，對於南方醫
科大學南方醫院已經有三十多年的歷史。
1979年設立的該院惠僑樓是全國開辦最早，
規模最大的專為港澳台同胞、海外僑胞和國
際人士提供醫療、保健、康復的綜合醫療服
務機構，一年收治海外患者最多達到3000多
人次，至今已為近百個國家和地區的逾十萬
名各界人士提供服務。

「全國特需醫療服務第一樓」

惠僑樓與港澳社團緊密合作，每年定期走
訪香港出入口商會、經貿商會和澳門獅子會
等各類機構，並多次參加聯誼活動。同時，
惠僑樓與英美各大保險公司、東南亞等海外
機構建立了合作關係，與科威特MCS公司的
合作更使得南方醫院成為科威特國家公費醫
療的定點醫療單位。
1996年4月，惠僑樓被總後勤部批准為全軍

唯一的「涉外醫療中心」。2004年8月，惠僑

樓在全國首屆特需醫療服務管理會上被譽為
「全國特需醫療服務第一樓」。惠僑樓匯集南
方醫院雄厚的技術力量，專業學科齊全，診
療技術先進，儀器設備精良。擁有專家教授
600餘名，設置專業科室50多個，擁有10多個
國家級重點專科和一個國家重點實驗室。許
多診療技術已達到國內外先進水平。

讓「金字招牌」永遠閃亮

作為醫院「領航人」，林加興清醒地認識
到，惠僑樓只有不斷開拓創新，才能保證這
個金字招牌永遠閃亮。
林加興說，30多年來，不管面對什麼樣的

新形勢、新情況，「全院辦惠僑樓」的理念
始終沒變，並在全院上下形成了高度共識。
在涉外醫療實踐中，惠僑樓大膽創新，逐步
摸索並形成了獨具特色的「特區模式」。醫
院為「醫療特區」量身定做了許多特殊政
策，落實「四個保證」：人才上保證擇優選
配、設備上保證優先使用、高新技術上保證
及時應用、會診上保證專家教授隨叫隨到，
開闢出涉外醫療的「綠色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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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加興是醫療隊伍的「老兵」，從業已達30餘年，
對醫院管理有㠥獨到見解。他長期關注中國醫療

改革，尤其是大型公立醫院的發展問題，在廣東省「兩
會」上多次提出過相關提案。他說，廣東是得改革開放
風氣之先的地區，且具有毗鄰港澳的優勢，是中國醫療
改革的對外窗口，應借助兩方面優勢，做好醫改「大文
章」。

粵港澳醫療合作：
需突破制度層面的瓶頸

訪問之日，林加興正在與澳門心臟基金會方面溝通商
榷考察事宜，對方主動要求到南方醫科大學南方醫院洽
談合作。「澳門醫療容量有限，大量病人轉診到香港看

病，其實廣東也可以提供很好的醫療資源。」林加興
說。
雖然南方醫科大學南方醫院有㠥服務港澳同胞的豐富

經驗，但林加興也清楚地認識到，醫院未來與港澳醫療
界合作仍然需要突破許多制度層面的瓶頸。「譬如澳門
的病人轉診問題，需要從制度層面做細節調整。」林加
興還指出，港澳與內地醫療環境存在差異性，內地醫療
收費比港澳低廉，但技術差異不大，可以滿足澳門病患
轉診需要。
不過，林加興承認，內地醫院仍然需要不斷向香港方

面學習，尤其是向香港私立醫院學習醫療資源整合，提
高服務水平。「與港澳醫療界的融合交往、學習合作，
提高大醫院的管理水平，也是促進廣東醫療行業前進的

途徑之一。」
與港澳合作不僅能獲得更

好的醫療資源，也能幫助港
澳同胞「花更少的錢看好
病」，給予病人更多選擇就醫
機會。他坦言，過去港澳對
內地醫療界了解不夠、信任
度不高，官員對內地醫療制
度運作狀況了解不深入，如
何打破制度障礙、增進了
解、擴大合作，都是未來粵
港澳政府和民間需要共通努力的方向。

均衡醫療資源：
用好有限的投入資金

身處中國改革開放前沿，當前廣東醫療改革的問題在
全國也具有普遍性。林加興以一組數據說明了對當前醫
療現狀的憂慮：中國醫療衛生投入佔GDP的比值約為
5％，不僅遠低於主要發達國家8％以上的比例，也低於
很多中低收入國家；廣東雖然是中國經濟發達地區，但
以2010年為例，醫療衛生投入也不到5%，而在美國，
這個數字達到17%；醫療界同仁普遍認為，這幾年廣東
醫療衛生投入有增長，但仍然和經濟發展水平不相稱，
「一線醫生抱怨收入和工作量、風險不成正比，長此以
往將嚴重影響醫生團隊的工作狀態和服務質量」。
此外，廣東還存在醫療資源總量不足、區域差距大，

改革進展不平衡、基層運行新機制不穩固、以藥養醫機
制亟待破除、縣級公立醫院改革進展滯後等問題。
而要在中國醫療衛生投入不多的情況下實現最大限度

的醫療覆蓋，林加興認為，除了呼籲政府加大醫療投入
之外，還需要用好有限的投入資金。「要堅持預防為
主，重點放到農村的原則。」他說，經濟學家認為，在
貧困地區多投入一個百分點的醫療衛生資金，所產生的
效應是發達地區的4倍。

醫療改革：
大型公立醫院應主動肩負社會責任
多年來，作為廣東省政協委員，林加興多次率領由南

方醫科大學南方醫院及其他醫院專家組建的醫療隊赴連
南、連山等廣東偏遠貧困地區開展送醫送藥送溫暖活
動，不僅為當地的危重病人進行診療，為山區基層醫院
開展急救培訓和重症監護室護理培訓等幫扶活動，更為
當地送上愛心藥品和醫療設備。廣東省政協也多次向南
方醫科大學南方醫院發來感謝信。
在政協會議上，林加興亦多次呼籲，經濟發展不平衡

導致醫療上的失衡，醫療技術水平和經濟水平成正比，
政府應該更多提供公平性的醫療服務，對資源進行合理
的配置，大型公立醫院更應該主動肩負起社會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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談及醫改，林加興認為大方向是正確的，即醫療資源重點
向縣級以下醫院、衛生所傾斜，但他承認，這個過程是一個
漫長的過程。「從管理者到百姓都沒有足夠的思想準備，希
望短時間出成效。」他說，「改革要經歷很長時間，有的政
策不能在短時間內見效。現在大醫院人滿為患，小醫院門可
羅雀，人才是根本問題。政策制度不到位，人才留不住，社
區醫院沒有得到廣泛認可，大家生病了都不願意承擔風險去
小醫院。」
如何留住人才、用好人才？林加興多次在政協會議上呼

籲，政府加大對醫生的投入和培訓。在廣東省政協十屆四次
會議，林加興提出了「加大政府投入，進一步推進專科醫師
培訓工作」的建議。

加大培訓力度 變革培訓模式

專科醫師培訓是畢業後醫學教育階段的重要組成部分，是
培養合格醫師的有效途徑，同時也是縮小城鄉醫療衛生服務
水平差距，提高醫生整體素質，為基層提供人才保障的必然
要求。林加興認為，目前培訓成本主要都是由各醫院承擔。
但是隨㠥培訓工作的深入開展，目前由各培訓基地承擔主要

培訓成本的模式，已不能適應培訓形勢的新變化。
據介紹，南方醫科大學南方醫院共可容納356名學員，而

目前在培人員為175人，還可以有擴大規模的空間，今年計
劃招收80∼100名培訓醫師，以充分發揮基地的作用，為社
會培養人才。

憂心人才素質 建言培訓制度

但是，招生規模的擴大也意味㠥成本的擴大，而這些培訓
醫師中，有一部分完成普通專科培訓後即離開基地醫院，作
為業務骨幹充實到各級醫院中。因此，各個基地醫院都是從
自身需求的現實來確定招生規模，而不是首先考慮省內各級
醫院的需求或是畢業生參訓的需求，這與專科醫師培訓工作
目標是不太一致的。他認為，為進一步推進培訓工作，成本
不能再由基地醫院獨自承擔。
林加興提醒，省外培訓工作的發展對廣東造成了巨大的競

爭壓力。2006年以來，北京市、上海市、四川省等省市的衛
生部門和人事部門聯合出台相關政策，由政府出資保障參訓
人員待遇，有的由政府資助培訓基地建設等。北京市衛生局
和人事局率先由政府組織全市人員參訓，並給各個基地投入
建設資金；2010年起，上海市統一把新招聘人員全部納入培
訓體系，並承擔工資待遇，廣東不少醫院在上海市兩大醫科
大學幾乎招不到學員。「類似情況在四川等地也同樣上演。」
他說，如果廣東省各個基地無力爭取到全國各院校的優秀生
源，廣東未來的衛生人才質量必將受到影響。
林加興建議，廣東出台關於培訓經費和專科醫師准入制度

的相關政策，建立多渠道籌資的長效機制；建立全省共用的
先進的培訓及考核平台，建立培訓質控部門，完善質控機
制；資助各基地醫院的基地建設，分擔參訓人員福利待遇，
使各基地醫院能夠擴大培訓規模、提高培訓質量。
這一提案得到有關部門的高度重視，廣東省衛生廳及時回

覆稱，廣東將積極建設和完善網絡學習等繼續教育公共服務
平台，大力爭取財政支持，為衛生專業技術人員提供良好的
專業水平服務，並積極向國家有關部門反映關於專科醫師准
入制度的相關政策。

■踐行群眾路線改善看病難題，林加興與南方醫院全體

院領導集體到一線崗位體驗工作。 本報北京傳真

■林加興帶領南方醫院眾志成城救治汶川地震轉院傷員。 本報北京傳真

■南方醫院專家醫療隊到西藏巡診。 本報北京傳真

■南方醫院惠僑樓是醫療衛生領域的特區，被譽為中國特需醫療服務第一樓。圖為惠僑樓全景。

■南方醫院充分發揮技術和人才優勢，向基層地區輸送遠程

醫療技術，充分體現了公立醫院的社會責任感，獲得患者一

致好評。 本報北京傳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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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加興多次組織醫療隊代表廣東省政協到基層地區開展扶貧濟困送醫送藥活

動。 本報北京傳真

籲政府加大投入 推進專科醫生培訓引優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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