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乡村医学 
第×卷◆第×期◆版本 1.0◆2024 年 

文章类型：论文 刊号（ISSN）：                    

Copyright  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a Commons Attibution-Non Commercial 4.0 International License. 1 

Journal of Rural Medicine 

延安时期的好医生形象构建及当代启示 
 

张雨新 1  李佳媚 2*  王小闯 2  王岗 2* 

1 西安医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  2 西安交通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DOI: 

 

[摘  要] 在延安时期,党和政府采用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进行卫生宣传,宣传时侧重于精湛医术和群众

反馈,以及善于运用叙事化技巧开展医患沟通的策略,共同铸就了那个时代的独特印记——信念如磐、医

术高超、沟通有方、亲民和蔼的好医生形象。他们不仅是人民健康事业的守护者,更是革命事业成功的

坚实后盾。在新时代的征程中,当代医务人员应深刻领会延安时期好医生的精神内核,坚持中国共产党的

领导,怀有仁爱之心,用真挚的人文关怀和精湛的医疗服务,赢得患者的信任和尊重,共同推动医疗事业发

展,为构建健康中国贡献自己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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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yan'an period, the party and the government in the form of popular health publicity, publicity, 

focus on exquisite medical skill and the feedback, and good at using narrative skills to carry out the 

doctor-patient communication strategy, common made the unique mark of the era —— faith such as rock, 

medical skill, communication, friendly and amiable good doctor image. They are not only the guardians of the 

people's health cause, but also the solid backing for the success of the revolutionary cause. In the journey of the 

new era, the contemporary medical staff should understand the spirit of Yan'an period good doctor kernel, 

adhere to the leadership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with the heart of love, with sincere humanistic care 

and exquisite medical service, win the trust and respect of patients, jointly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medical 

career, to build healthy China contribute their streng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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疾病与人类社会相始终,人类文明的历史也就是与疾病

相抗争的历史。因而,医生始终在人类社会以及人类文明史中

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好的医生一直是患者康复的希望和人类

文明的福音。中国共产党历来重视医疗队伍建设,深入贯彻以

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卫生体

系,是中共二十大的郑重承诺。培养一大批深受患者信赖、政府

放心的好医生,是完成这一人类历史上的壮举的应有之义。好

医生的形象特征及建构策略,也成为近年来学术界关注的学

术方向之一①。到底怎样的医生才是好医生？政府应该怎样宣

传好医生的形象？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局部执政时期对好医

生形象的建构及其特征,对当前培养、宣传好医生有一定的参

考和借鉴价值。 

1 延安时期群众心目中的好医生形象及其特征 

延安时期,医生队伍汇聚了各方精英：一部分来自国内外知

名医学院校,他们受中国共产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精神的感

召,为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放弃了优越的生活,克服重重困

难奔赴圣地延安。如毕业于法国都鲁大学医学院获得医学博士

的何穆,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在重庆经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主任

吴玉章写信推荐,到延安加入革命队伍,先后任中央卫生处门诊

部主任、中央医院院长、晋冀鲁豫军区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总

院院长,为保护中央领导健康、培训前线医护人员作出了重大贡

献。著名的还有在军中享有“红色华佗”的美誉傅连暲,创立了

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第一个正规医院——中央红色医院,以精湛

的医术保证了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刘伯承等大批中央领导

和战士的健康。 

医生队伍的主体是来自中国医科大学等中共创立的医学院

校的老师和毕业的学员,如中国医科大学教务长曲正及鲁之俊、

祁开仁、马荔、徐根竹等一大批致力于医学事业的有志青年。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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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具有坚定的政治信念,凭借扎实的医学知识和技能,投身到医

疗一线。还有一些医生是国统区奔赴延安的医务人员,或国民党

军队中的医生和教员,他们在战场上积累了丰富的医疗经验。此

外,外籍医生和医疗团体也为推动延安时期的医疗卫生事业作

出了巨大贡献,众所周知的白求恩、柯棣华、阿洛夫、马海德

等援华国际友人。延安时期医生们以卓越的医术和无私奉献

的精神,推动了医疗服务水平的提升,为群众的健康作出了积

极贡献。 

陕甘宁边区地瘠民贫,交通闭塞,医疗卫生工作极其落后,

医药极度缺乏,传染病流行,婴幼儿死亡率高②。中国共产党到

达延安后,建立了以中央医院、陕甘宁边区医院、白求恩国际

和平医院等为代表的医疗机构,一大批医生在传染病流行期

间下乡义诊,救治了群众性命,增强了群众对中共局部执政的

认同,也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奠定了良

好的群众基础。延安时期的医疗卫生工作者以全新的面貌展

示了党的形象,这些被群众认为的好医生形象具有以下四个

基本特征。 

1.1政治坚定：好医生的红色基因 

延安时期的好医生均在中共领导的各级医疗卫生机构工作,

具有坚定的政治信仰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意识,是该

团体成员有别于其他医疗卫生工作者最基本的特征。 

土地革命时期,为了培养大批医药卫生干部,1931年11月

20日,中国共产党创立的第一所军医学校——中国工农红军

军医学校在瑞金成立,贺诚任校长。建校伊始,毛泽东就为学

校确立了“培养政治坚定、技术优良的红色医生”的办学方

针。1937年学校长征到达延安,1940年经毛泽东提议更名为中

国医科大学。1940年9月,中国医科大学章程规定学校的教育

方针是“养成政治坚定、思想正确、忠于职责,贯彻始终的卫

生工作者”③。瑞金时期创办的中国工农红军卫生学校是中央

苏区时期中共创办的最主要的卫生学校,中国医科大学与其

一脉相承并延续至今。由毛泽东亲自提倡的培养“政治坚定”

的医务工作者的办学方向,所培养的大批医务人员奔赴于土

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各个战场,为中国革命事业

作出了特殊贡献,这些医疗工作者在日常医疗实践中贯彻并

根深蒂固的工作理念之一就体现在对党的事业、革命事业坚

定的政治信仰上。 

1944年10月25日,《解放日报》报道了延安保育小学医务所

所长罗冬祥医生不分昼夜为群众看病的事迹：“罗医生自来保小

即常为群众看病,经他治疗的病人痊愈者已达二百七十八名,因

而远近驰名。年来党政号召医生下乡,罗医生更为积极,曾在寒

冬夜半,赶赴百里外洛河川,为一重病人看病,此后又连去三次,

现在常有群众赶牲口来接,有的寄居附近亲戚家里就医。①”建

国后,罗冬祥接受筹建陕西省卫生技术学校的任务,就任首任校

长为学校指定了“培养政治坚定、技术优良,身体健康的中级卫

生干部,奠定预防为主的医疗基础,以保障人民健康,完成生产

建设任务。②”该校旗帜鲜明地将“政治坚定”作为培养医学

生首要的素质要求,传承了延安时期中国医科大学办学方针,这

也从侧面反映出延安时期好医生必须具备的形象特征,就是必

须具有坚定的政治信念,全心全意服务于人民卫生事业,听党的

话,跟党走。 

毛主席在《纪念白求恩》中提到：“一个外国人,毫无利己

的动机,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当作自己的事业,这是什么精

神？这是国际主义的精神,这是共产主义的精神。每一位中国共

产党员都要学习这种精神。③”白求恩医生,他用自己的行动诠

释了“一切为了人民”的崇高国际主义精神,他拥有坚定的政治

信仰。他把自己的一切,连生命在内,献给了全世界一切反对法

西斯的人民。白求恩说：我们的工作是和死斗争。这也就是直

接和法西斯斗争,因为法西斯正是散布死亡的毒菌,多救活一个

战士,就多增加一份消灭法西斯的力量。他是一个最好的共产主

义党员,他的最终的目的,是求得全人类的彻底解放,正如他自

己所说：那样的世界,也许我们不能亲见,但我们一定要为它的

实现奋斗,而且它一定会实现。 

1.2“活神仙”：精湛的医疗技术 

在延安时期,尽管医疗资源捉襟见肘,环境条件异常艰苦,

但诸如阿洛夫、傅莱、曲正等医务工作者,却以其超凡的医疗技

术,挽救了无数战士和百姓的生命。 

党校运输员杜成仁脚跟被大车压伤,阿洛夫医生用他开

创的“石膏固定法”治疗后,五天即步行出院。延长独眼农妇

李玉林经其开刀后又双目复明。还有六旬老人刘殿忠全身被

炭火烧伤,奄奄一息,但经别特曼氏疗法治疗后一个月又宛若

常人。某肺病患者,左肺已全部腐烂化为脓液,眼看将致命,阿

洛夫医生不顾其他医生反对,坚持开刀,终于挽救。阿洛夫医

生用索兰菲丁治急淋病,三天即可痊愈。此外阿洛夫医生所坚

决主张的直接的大量输血,和手术后少休养多活动以增强肌

肉等方法,都挽救了大量人民的生命④。1945年初,奥地利医生

傅莱与王学礼、宋同珍等助手组成的科研团队,利用美国援华

会提供的先进设备和资料,经过反复试验,成功研制出了“青

霉素”并将其迅速应用于临床。这一重大成就,挽救了大量战

士的生命⑤。 

中国医科大学教育长曲正不仅培养了大批医疗业务骨干,

同时在应对延安时期传染病疫情过程中,作出了巨大贡献。当时,

由于国民党的严禁封锁,一支牛痘疫苗卖一个大洋,为了解放区

人民预防天花,曲正积极响应党中央“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的

号召,利用在德国和日本所学医学知识,带领工作人员自制牛痘

疫苗,有效控制了解放区天花流行⑥。那时延安还流行一种叫

“吐黄水病”的怪病,开春爆发,一直持续到端午节前后才结束。

八路军军医院院长徐根竹和曲正为了破解这个怪病,带队深入

群众开展工作,给患者注射生理盐水补液,曲正还带来了一小批

强心针和伤寒霍乱混合疫苗,给身体虚弱的患者和健康村民注

射,避免出现多种疫情叠加暴发。这些举措很简陋,但在长期实

践中证明十分有效。徐根竹、曲正带着学生们没日没夜地奋战,

疫情最终得到了缓解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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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生们精湛的医疗技术,为人民健康和革命胜利奠定了

坚实的基础。在巫神盛行的时代背景下,他们的技术得到了广

泛的认可和尊重,在人民心中树立了“活神仙”的卓越形象与

口碑。 

1.3“自家人”：心系群众的人文情怀 

在延安时期,医生们不仅以其卓越的专业技能赢得了人们

的尊重,更在与群众的每一次互动中,展现了他们的无私奉献和

贴心关怀。他们不仅是身披白袍的医者,更是群众心中的温暖依

靠,被群众认为医生与农民是“自家人”。 

阮雪华、白浪同志是女性医务工作者的杰出代表。身为清

凉山卫生所主任的阮雪华无论白天黑夜、风雨交加,总是第一时

间出现在群众最需要的地方,与老百姓打成一片,不嫌脏,替他

们治病,关心他们。有一次,她应村民之请,跋涉二十里路,只为

前往妯蜒漥村为群众解除病痛。从中午至夜幕降临,她连续为二

十多名患者诊治,对每一位患者都如同对待自己的家人,耐心解

释病情,细心指导治疗,让群众心中的忧虑和痛苦得以消散。村

民们对她感激不尽,纷纷称赞：“八路军的医生,真是太好了！”

阮医生对妇女儿童的关怀更是无微不至。她不仅为孩子们治病,

还将自己养育孩子的经验倾囊相授,帮助妇女们科学育儿②。同

时,她还积极协助妇女们开展纺线工作,让她们的生活质量得到

显著提升。而清凉山卫生所的另一位女医生白浪,同样以她的贴

心和敬业赢得了群众的广泛赞誉。她多次深夜为妇女接生,从未

推脱,从未抱怨,她的存在就像一道温暖的光,照亮了那些需要

帮助的人的生命之路③。 

两位女医生的无私奉献和贴心关怀,让群众感受到了前所

未有的温暖。他们对待这些医生,就像对待自己的家人一样亲

切。在清凉山医生与群众之间的这种良性互动中,群众对这些外

来者的生疏感逐渐消失,他们开始更加开放地表达自己的需求

和感受。随着这种互动的不断加深,前来就诊的人数也从1944

年1月的72人猛增到3月的360人,清凉山群众的整体健康水平得

到了显著提升。 

1.4语言大众化：善于沟通的叙事素养 

延安时期医生与患者的沟通是平等的、耐心的、平易近人

的。医生们能够走近群众,与患者说家常,用患者听得懂的语言

与他们沟通。医生具备着叙事的技巧,这种大众化的沟通方式,

打破了医患之间的隔阂,建立起一种亲近而温暖的关系。 

由于历史原因,陕甘宁边区医疗卫生条件落后,巫神活动十

分猖獗。靖边新城区康子成的婆姨肚子里长了个硬疙瘩,四四年

四月病突然加重,先请了巫神不见好,又请了个扎针的周玉明,

给患者扎针,把半节针断在肚子里。当天,卫生处李处长,就给动

手术,按平常开刀时手术室要保持安静,更不能让闲人随便进去

的。但为了使群众见识科学的力量,打破信神信鬼的心理,却号

召大家来看。开刀时,李处长以患者的经历,向群众宣传破除迷

信。老乡们紧张地看见李处长把那婆姨的肚子破开,拿出了断针

头,割下了那两块血疙瘩,把病人的肚肠安置缝好了。婆姨的

哥哥,捡起那死血疙瘩,对人说：“你看,这不是割下的那病？

咱们老百姓讲迷信,说有神仙,这达的处长,医生,才真是活神

仙哩。④”李处长用请群众现场观摩及耐心讲述手术过程的方

式,用当地农民的语言与群众拉话,拉近了群众与科学的距离,

使群众从心底里相信医生、相信科学、拒绝迷信。 

《病人眼中的周泽昭大夫》一文中记录了中央医院外科主

任周泽昭大夫在与患者沟通中的亲和友善。他笑嘻嘻地两手抱

着老乡的一双脏脚,摩来揣去,谈着家常：“你家有些什么人？”

“闺女小子都有。”“那好,叫她们常给你洗一洗,剪一下就行了,

不要紧。”患者每天都有见周主任的机会,查房时他把病人提

出的问题都一一解答。只要他说一句“不要紧！”病人也就放

心了①。周大夫他不仅是医治疾病的专家,更是倾听者和陪伴者,

用心倾听患者的诉求,耐心解答他们的疑惑,让医疗过程不再只

是冰冷的治疗,而是充满人情味和温暖的互动。 

2 陕甘宁边区树立模范医生的策略 

在发展医疗技术的进程中,塑造模范医生的典范形象,并将

其崇高精神传递给广大人民,具有不可估量的深远意义。陕甘宁

边区在推动医药卫生工作发展的过程中,采用了群众喜闻乐见

的多种形式,深入浅出地进行卫生知识宣传。他们重视展现医务

人员卓越的医疗技术及患者的正面反馈。同时,他们还善于运用

叙事化的沟通方式进行医患交流,让医学知识变得易于理解,医

患关系轻松和谐。这些策略的实施,在人民心中成功塑造了好医

生的光辉形象。 

2.1运用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宣传 

1944年5月,西北局着力推进群众医药卫生工作,力求解决

“财旺人不旺”的问题。经过深入的讨论与交流,会议达成了一

致共识：立即启动全面而深入的卫生宣传工作②。这项工作旨

在通过多种形式、多渠道、全方位地普及卫生知识,从而切实提

升群众的健康意识。 

卫生宣传工作随即如火如荼地展开。在《解放日报》卫生

副刊上,模范医生的事迹被生动而感人地呈现。特别是周而复先

生所撰写的《诺尔曼·白求恩断片》,以其真实而感人的笔触,

在读者中产生了广泛的影响③。一位热心的读者提议将这篇文

章印成小册子,广泛传播,以激励更多的人学习白求恩医生的

精神。另一位读者更是富有创意地建议将白求恩医生的事迹

写成剧本,广为公演,让更多的人通过艺术形式感受他的伟大

精神④。 

在宣传反巫神科学就医时,除了用图表、连环画等形式揭示

巫神的罪恶外,还邀请了已经坦白的巫神现身说法,亲自向观众

报告自己十余年害人骗人的行为。这种真实而生动的宣传方式,

更加引起了群众对巫神的仇视和警惕。在宣传不喝生水的过程

中,医生们巧妙地利用显微镜和放大镜等工具,让群众亲眼看到

生水里的微生物和苍蝇身上的脏物。这种直观且震撼的宣传方

式,让群众深刻认识到了不喝生水的重要性。居民王喜儿在看过

展示后表示：“以后吃东西一定不能吃生的,也不喝冷水,蝇子爬

过的东西更是不敢吃。”在宣传新式接生和科学喂养时,采用了

新旧对比的方法。通过展示旧法接生的害处和医院接生的好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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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不讲卫生导致小孩死亡的严重后果,让群众深刻认识到了

科学接生和喂养的重要性。同时,通过展示保育院儿童们健康活

泼的生活状态,激发了群众对科学养育的向往和信心。群众纷纷

表示,以后再生孩子一定要到医院去⑤。在卫生下乡活动中,演

出的“护士拜年”秧歌剧深受群众喜爱。这种寓教于乐的宣传

方式不仅吸引了众多老百姓前来观看,还在轻松愉快的氛围中

传递了卫生知识。同时,也通过互动环节让群众更加深入地了解

了医疗工作的内容和重要性。 

这些宣传策略的设计,充分考虑了群众的接受程度和喜好。

它们以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呈现,能够深入人心、引起共鸣。通

过这些宣传,不仅有效传递了医者仁心的价值观念和精神内涵,

更在群众心中树立了“好医生”的光辉形象。 

2.2宣传侧重于医生精湛医术和群众反馈 

在延安时期构建好医生形象的过程中,通过大力弘扬医生

们超凡的医术与患者们真挚的反馈,进一步增强了模范事迹的

可信度,使医生与患者之间的距离得以拉近。群众因此能够更深

刻地认识到医务人员的卓越能力以及对患者的深切关爱,从而

在群众心中塑造出崇高的医生形象。 

《解放日报》在1944年5月12日第二版报道了徐根竹医生的

感人事迹。1944年3月,延安川口新民乡暴发疫情,徐根竹医生应

乡政府之邀,同护士康建勋于4月17日火速抵达疫区。他深入农

村,日夜兼程,为群众诊病施治,考察病源。经过他的精心治疗,

病情严重的患者中有12人最终痊愈,86人病情好转并最终康复,

还有40余人接受了防疫针的注射。他不仅全力救治病患,还积极

向群众传授卫生知识,为当地卫生环境的改善作出了巨大贡献。

徐医生的工作成果获得了当地群众的高度认可与赞扬,居民们

纷纷感慨：“政府如此关心我们,医生亲自前来救治,不仅救了命

还不收分文,真是太好了！①” 

同样,《解放日报》在1944年6月3日第二版也讲述了王医生

的感人故事。石生印患上盲肠炎,急需手术治疗,但他的家人却

坚决反对,坚称“宁死在家里也不送医院”。经过王医生反复解

释病情的严重性,石生印的家人才勉强同意将其送往医院。经过

手术治疗,石生印最终康复出院。在手术过程中,王医生特批石

生印的家属在手术室外观看,这一举动令家属们深感安心。石生

印康复后,其家属逢人便夸赞：“医生真是比神还灵,肚子切开,

肠子流脓了,竟然还能治好,真是神医啊！②”此外,刘增毅医生

在《我们的科主任》一文中也提到,尽管身体状况欠佳,小儿科

的黄主任依然带领全科医护人员全心全意为病儿服务。一位患

儿的母亲在感谢信中写道：“您们那种对工作负责的态度和革命

的人道主义精神,真的让我感动得泪流满面。虽然毛毛已经离世,

但我现在很安心,因为我知道他的病确实无药可治,我也亲眼看

到你们为孩子想尽了一切办法,费尽了心力。③” 

这种宣传方式提升了医务人员的社会声誉,让群众深切感

受到医务人员的关怀与专业,促进了社会对医疗事业的信任与

支持,为医疗事业的持续健康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2.3运用叙事化技巧开展医患沟通 

在延安时期,为了促进患者与医生之间的良性沟通,医生采

用了贴近生活的沟通方式。他们不仅向患者讲授应当遵循的卫

生准则,更通过说家常、讲故事、打比方及做比较等方式与患者

沟通。这些方式巧妙地将深奥的医学知识转化为鲜活的生活场

景,通过描绘真实或虚构的情境与人物,使卫生常识更加贴近

群众生活,易于领悟和记忆。同时,这种叙事化的沟通也增进

了患者与医生之间的情感纽带,塑造出更加亲切可感的“好医

生”形象。 

例如,在宣传传染病患者需隔离治疗时,饶瑞医生巧妙地

通过对比金盆区机关干部和松树岭百姓的不同做法,生动地

揭示了隔离治疗的重要性。他指出：“金盆区附近的机关和部

队因严格遵循卫生规范,对患者实施了隔离措施,患者得到了

妥善地照料和休养,结果无一因病离世,患病人数也大幅减

少。反观去年松树岭的百姓,春节期间频繁外出走亲访友,未

对病人进行隔离,饮用生水,忽视个人卫生,导致疾病肆虐,相

互传染,疫情迅速蔓延。④”同样,李恭秀医生在宣传预防感冒

时,也借助延安东关一带的实例,深刻剖析了干部队疫情较少

的原因,强调了“预防为先”的核心理念⑤。此外,李庸在《为

啥不敢喝凉水、吃生冷》一文中,用浅显易懂的语言普及了细

菌知识,解释了细菌感染的危害,介绍了细菌的观察方法、生

长环境以及杀灭方法,引导群众增强卫生意识⑥。群众在聆听

这些故事后,不禁将自身生活与故事中的情境相联系,与故事

中的主人公进行对比,激发了他们积极向上的热情,认为自己

也能做得更好,进而付诸实践。 

采用叙事化的方式进行医患沟通在延安时期取得了显著成

效。各村纷纷成立卫生小组,居民定期清扫住室、院子,摒弃了

不良卫生习惯,传染病发病率显著降低。人们切实感受到了生活

质量的提升,对八路军医生产生了更加深厚的敬意和感激之情。 

3 延安时期好医生形象构建的当代启示 

在延安时期,卫生宣传的多样化形式与医生卓越技术的精

彩展示,以及叙事化的医患沟通,共同铸就了那个时代的独特印

记——信念如磐、医术高超、沟通有方、亲民和蔼的好医生形

象。她们不仅是人民健康事业的守护者,更是革命事业的坚实后

盾。他们的形象构建为当代培养、宣传好医生提供了具有现实

意义的启示。 

国家领导人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提出：“推进健康中国建

设。把保障人民健康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位置,完善人民健康促

进政策,深入开展健康中国行动和爱国卫生运动,倡导文明健康

生活方式。①”在新时代的征程中,当代医生应深刻领会延安时

期医务工作者的精神内核,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怀仁爱之心,

用真挚的人文关怀和精湛的医疗服务,赢得患者的信任和尊重,

为构建健康中国贡献自己的力量。 

3.1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在构建新时代好医生形象的过程中,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

导是首要且核心的原则。这一原则不仅为医务工作者指明了方

向,也为整个医疗界的发展提供了坚强的政治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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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确保了医疗事业的正确发展方向。党始

终将人民健康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位置,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

发展思想,致力于为人民提供全方位、全周期的健康服务。这种

发展理念要求医务工作者必须时刻牢记自己的职责和使命,不

断提高医疗服务质量,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健康需求。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为医疗事业提供了强大的组织保障。党

通过加强医疗卫生体制改革,完善医疗卫生服务体系,优化医疗

资源配置,为医务工作者提供了更好的工作环境和发展机会。同

时,党还引导医务工作者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和职业观,为构建健

康中国提供有力的人才支撑。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有助于加强医患之间的信任与和谐。党

始终强调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导向,要求医务工作者在医疗服

务中注重人文关怀,尊重患者的权利和尊严,增强医患之间的信

任和理解,营造和谐融洽的医患关系。 

在新时代的征程中,当代医务工作者必须深刻领会和践行

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重要性。只有坚定信念、牢记使命、不

断进取、勇于创新,才能成为新时代“好医生”的典范,为健康

中国贡献力量。 

3.2强调医者仁心的价值观念永恒 

延安时期见证了一批令人敬佩的医务工作者,他们深刻诠

释了医者仁心的真谛。国家领导人在2016年8月召开的全国卫生

与健康大会上,对全国卫生与健康工作者提出了明确要求,应具

有“敬佑生命、救死扶伤、甘于奉献、大爱无疆”的精神,这正

是医者仁心的体现,也是当代医务人员应当深入学习和传承的

精神内核。 

当下医疗领域中医患关系紧张以及医疗资源分配不均等问

题日益凸显。在这样的背景下,医者仁心的价值观念愈发显得珍

贵和重要。当代医生应践行以下“五心”。善心：善心是做人的

根本,不能坏了良心。面对患者需要有亲切的语言、和蔼的态度、

高度的责任感和高尚的医学道德情操。初心：不忘初心,救死扶

伤是医生的天职。爱心：对待病人要像亲人朋友一样,成为他们

的精神支柱！诚心：对待患者,要有一颗真诚的心,尊重患者,

就是尊重自己,更是尊重生命。责任心：病人利益高于一切,国

家利益高于一切！自己的利益同国家、社会和他人的利益相矛

盾时,要以国家、社会和他人的利益为重。一切以病人利益为重。

一切以国家利益为重！新冠疫情暴发,一个个白衣战士已经用行

动证明了：这不仅仅是一句口号,而是我们医者的责任！ 

医者贵有仁术,更贵有仁心。他们应以仁心为魂,以医术为

本,全力以赴守护人民的生命健康,为构建更加和谐、高效的医

疗体系贡献自己的力量。 

3.3强调人文关怀与医患沟通 

在延安时期,医生与患者间采用叙事化的沟通方式,尽显人

文关怀。然而,在当代医疗环境中,医患关系面临着诸多挑战。

随着医疗技术的不断进步和医疗市场的日益开放,医患关系逐

渐变得复杂化和多样化。一些医生过于注重个人职业发展和经

济利益,忽视了与患者的沟通及人文关怀,诊疗过程中患者参与

度低、沟通时间不足,导致患者不能掌握足够的医疗信息、对病

情不能有正确的认识及预期,对医生不能建立充分的信任,最终

导致医患关系紧张甚至破裂。 

古代著名医药学家孙思邈倡导医者要“博极医源,精勤不

倦”,“无欲无求,先发大慈恻隐之心,誓愿普救含灵之苦”。医

学除了精湛的医术之外,医生往往能通过人文关怀打动患者,营

造更为和谐的医患关系。如今,医生帮助患者的技术更先进,治

疗更科学,但对患者的担忧、牵挂和关怀应当是永恒不变的,任

何人工智能、机器人技术都不能替代。因此,当代医生和医疗机

构必须从思想上认识到人文关怀和良好医患关系的重要性,并

立即付诸实践。提高医患沟通时间、说患者听得懂的话、营造

和谐的医患关系,医患互相尊重共同对抗疾病。 

3.4强调持续学习与科研创新 

延安时期阿洛夫、阮学珂等医生通过持续学习以及不断地

医疗技术创新,为延安时期的医疗事业作出了巨大贡献。在当今

时代,医学领域的科研创新更是显得尤为重要。党的二十大报告

指出,教育、科技、人才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基础

性、战略性支撑。必须坚持科技是第一生产力、人才是第一资

源、创新是第一动力,深入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

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开辟发展新领域新赛道,不断塑造发展新动

能新优势。党的二十大报告为医学科技创新和教育工作“加了

油”“添了柴”“点了火”。 

当前,有人觉得做医生,好好治病就行了,搞什么科研。但是

没有疾病诊疗技术创新、没有新器械的发明、没有医学理论进

步,怎么会提高救治成功率？我国临床病理诊断的权威专家卞

修武院士提到：“中国需要的是有能力,有水平的临床大夫,还有

一部分有了这样的经验,他需要传播,需要交流,需要去教育,所

以从这个角度,最基本的是要做合格的医生,然后在此基础上再

去增加学术的分量。” 

强调持续学习与技术创新是延安时期好医生形象构建的当

代启示之一。当代医务工作者应当以延安时期的医务工作者为

榜样,注重自身知识和技能的更新与提升,勇于探索和创新,为

患者提供更优质、更高效的医疗服务。医疗机构和相关部门也

应为医务人员的持续学习和技术创新提供必要的支持和保障,

共同推动医学事业的繁荣发展。 

4 结语 

在延安时期,好医生的形象不仅被赋予了高超医术的标签,

更成为群众心中的温暖与希望的象征。他们不仅是救死扶伤的

医者,更是群众心中的贴心人与国际主义精神的践行者。这种形

象的建构,不仅依靠医生自身的努力,也离不开陕甘宁边区政府

的精心策划与宣传。时光荏苒,当代社会虽已发生翻天覆地的变

化,但延安时期好医生的形象及其建构策略仍具有深远的启示

意义。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这是首要且核心的原则；医者仁

心,这是永恒不变的价值观念；强调人文关怀与医患和谐,是医

疗事业持续发展的基石；而持续学习与科研创新,则是推动医学

进步的不竭动力。当代医务工作者应铭记延安时期好医生的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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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形象,以此为镜,不断提升医术与医德,为构建更加和谐、高效

的现代医疗体系贡献自己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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