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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志如山意志坚！《报告》在擘画远期蓝图的同时也
明确短期目标。到2029年，海医将实现如下基本目标：

——师资队伍建设实现格局性变革。引育各级各
类人才400名以上，其中国家级人才不少于10%。在
此基础上，营造“想干事、能干事、干成事”的人才成长
氛围，通过一系列教师成长激励计划，培养教学与科研
双肩挑骨干教师，为后五年的“腾笼换鸟”奠定基础。

——人才培养质量实现整体性提升。进一步弘扬
专业评估中专家组提出的学校教育教学的长处，高标
准整改问题和不足，深化人才培养体制机制，不断优化
专业结构，大幅提升人才培养质量，本科生招生分数
线，研究生数量、生源质量和师资水平大幅度提升，教
风学风校风和学术生态得到根本性改变，学校声誉显
著提升。

——学位点建设实现全局性突破。在高质量建设
好已经获批的临床医学、基础医学、药学、生物学学术博
士点和临床医学专业博士点的基础上，力求培育公共卫
生与预防医学、中医学和护理学博士点，使学校一级学
科博士点达到国内同类型高水平医科大学的水平。

——科技创新实现跨越性发展。到2029年，年承
担国家级科研项目达到200项以上，发表SCI论文达到
1500篇，其中1/3在高水平刊物（影响因子大于10）上
发表；力求在国家级教学成果奖，国家科技三大奖方面
取得突破，推动生物医学成果转化，孵化1至2家高新
技术企业，新增2至3个学科进入ESI全球排名前1%。

——交流合作实现实质性突破。高效发挥“支持
海医高质量发展高校共同体”的作用，积极与国际国内
知名大学合作，培养具有国际化和时代化视野的专业
人才，为自贸港医学教育和卫生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
作出贡献。

“未来五年，海医依然处于‘起跑冲刺、蓄势赋能’，
并将充满阵痛和压力的测试阶段，我们既要一鼓填然
作气，推动各项工作和各类人才发生格局性变化，也要
切忌急功近利，不要期望‘一夜成林’‘一夜成景’。”陈
国强说。

行而不辍向未来！《报告》指出，过去一年，海医从管
理体制、师资队伍、人才引育、教育教学、科技创新、医院
管理等方面制定并初步实施了系列制度。把美好蓝图
变成现实，唯有实干担当。未来五年的主要工作就在于
既保持战略定力又彰显工作活力效率，知其然更知其所
以然，对干什么和怎么干了然于胸，拒绝花拳绣腿，不慕
虚荣，不务虚功，以钉钉子精神在抓落实上狠下功夫，不
折不扣，一茬接着一茬干，一棒接着一棒跑，既勇于开拓
创新又持之以恒强化跟踪问效，推动改革举措落实落细
落强，把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向前进、引向深入。

未来五年，海医将全面加强党的领导，提升管理和
服务效能，强化责任担当，不断优化学校、学院和附属医
院治理体制机制；实施更加积极、更加开放、更加有效的
人才政策，加大人才引育力度，完善人才自主培养机制，
多措并举激发人才活力，大幅提升师资水平和育人能
力；完善立德树人机制，健全德智体美劳全面培养体系，
健全师德师风建设长效机制，深化教育评价改革，完善
本科人才培养教育体系；以新增4个博士点和人才引进
为契机，深化研究生教育综合改革，加强学位点建设，大
力推动研究生教育发展；以海南省医学科学院、部委重
点实验室实体化规范化运行为契机，大力开展科技创
新，提升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水平；坚持全面发展与重
点突破相结合，聚焦特色，优化学科布局；用足和拓展海
南自由贸易港的政策优势，强化国内外合作，提升视野、
格局和观念，服务国家战略和学校高质量发展。

好事尽从难处得，辉煌总自磨砺出！《报告》指出，
未来十年是海医高质量发展面临的难得历史机遇，也
必定是充满荆棘之路。机遇稍纵即逝，难以再得。唯
撑篙不已方能逆水行舟，唯奋斗不止方能冲出重围。
全体海医人一定要抽离自我，勠力同心，你追我赶，奋
勇争先，以时不我待的精气神，拥抱大格局、大情怀，整
装再出发，全力实现高质量内涵式发展！

（本版撰文/秦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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笃行实干开新局 蓄势赋能再出发

奋力开创海南医科大学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77年栉风沐雨，而今迈步从头越！
12月7日，在海南医科大学庆祝

建校77周年之际，“海医再出发”高质
量发展大会举行。会上，中国科学院
院士、海南医科大学校长陈国强以“笃
行实干开新局 蓄势赋能再出发 奋力
开创海南医科大学高质量发展新局
面”为题作《海南医科大学高质量发展
报告》（以下简称《报告》）。

《报告》指出，作为海南自贸港唯
一一所医科大学，海南医科大学（以下
简称海医）把握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
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稳步实现
高质量发展恰逢其时，更是国之所要、
岛之所需、民之所盼、校之所向。如何
实现高质量发展，提升人才培养和学
科建设水平，是海医必须认真思考和
破解的重要课题。

以史鉴今，行在当下！《报告》回顾历史、分析现状。
海医成立于1947年，历经“合二为一、三停三复、

一进一出、三轮建设”，每个阶段都留下了可歌可泣的
故事。

经过77年的发展，目前，海医已经拥有36个本科
专业，涵盖医学、理学、管理学、工学等4个学科门类；
现有全日制在校生15301人，其中本科生12397人和
研究生2001人，分别占比81%和13%；学校共有教职
工、医护员工11816人，专任教师1233人。其中校本
部806名专任教师中，具有高级专业技术职称的481
人，教授166人，具有博士学位的占比54.22%。学校
拥有三家直属附属医院，均为全省综合实力排名前三
的三级甲等综合性医院，拥有国家临床重点专科21
个。同时，该校拥有4个教育部重点实验室或工程研
究中心，1个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重点实验室，6个省
级重点实验室，8个省级工程研究中心和5个省级医学
临床研究中心。

2023年5月，海南省人民政府发布《关于支持海南
医学院深化改革高质量发展若干措施》（以下简称《若
干措施》），2024年7月又细化补充了6项支持措施。
2023年11月，海医第四次党代会召开，明确提出要立
足自由贸易港，解放思想，开拓创新，攻坚克难，踔厉奋
发，全面深化改革，为全面建设成为热带特色鲜明的国
际化高水平医科大学而团结奋斗。为此，过去一年多
来，海医以“破天荒”的姿态，雷厉风行，蹄疾步稳，守正
改革，破立并举，在体制机制、机构设置、教育教学、科
研体系、人才队伍建设等方面取得初步成效。

一年多来，海医不断蓄势赋能，实现了诸多突破：
学校顺利更名，几代人的心愿落地；在原有临床医学的
基础上，基础医学、生物学和药学等三个一级学科和临
床医学分别获批学术型和专业型博士学位授权点。同
时，根据省教育厅印发《海南省医学科学院实体化运行
的实施方案》，海医创新体制机制，高效建设面积超过
11000平方米、平台基本完善、内控制度基本健全的新
型研发机构——海南省医学科学院，并努力盘活校内
现有空间，改造了近5400平方米的办公场所为科研平
台，实体化、规范化运行部委重点实验室，为“筑巢引
凤”和“存量激活”提供了有力平台和制度支撑。

一年多来，海医党委审时度势，先后制定和修订80
多项规章制度，并不断强化制度执行力，教风学风作风
得到显著改善。针对教育教学中存在的系列问题，从生
源质量、优化专业和课程设置、考核评价、教学质量控制
和教师发展等环节，推动课程“减量提质”，清理“水课”，
学生正在由被动灌输向“我要成才”、自主学习转变。
2024年，本科生源质量开始提升，高考录取分数线在20
个省份明显上涨。近期顺利完成了教育部临床医学和
护理学专业认证工作，两个专家组高度肯定学校的改革
举措和教育教学取得的成效。

一年多来，一批批海内外学术大家来到学校，通过
“东坡科技讲坛”和“大咖教你做科研”等学术交流平
台，传道讲学，学术氛围越来越浓厚。与此同时，通过
严格选拔、全程服务，构建了开放、灵活的人才引进、培
养和使用机制，多措并举激发人才活力。截至2024年
11月，学校新引进各类专业人才65人，其中C类及以
上高层次人才10人，并“破天荒”地获得4项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重点项目。坚持抓好人才和师资队伍建设，
深化以业绩贡献为导向的绩效和职称评审制度改革，
在教育科技医疗人才一体化改革中迈出坚实步伐。

过去一年多来，海医把握千载难逢的发展机遇，解
放思想、破除壁垒，立足当前、谋划长远、守正改革的氛
围已经形成，内生动力逐步显现，有效提升了海医的发
展信心，社会声誉获得前所未有的提升，为学校改革再
出发，实现高质量发展奠定了基础。

“但是，我们清楚地认识到，长期以来的历史欠账
过多，底子薄、基础差的基本现实尚未改变。”陈国强
说，要高标准高质量实现《若干措施》提出的海医发展
目标，绝非一帆风顺，也不奢望马到成功，注定要迈过
一条满是重重险滩、陡坡、难关甚至陷阱的艰辛道路。

山高有攀头，路远有奔头。清晰的战略规划和明确的目标任
务为海医发展指明方向。

《报告》指出，海南医科大学全面深化综合改革再出发，实现高
质量发展必须坚持为党育人、为国育才不动摇，以党的建设为引
领，坚持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以立德树人为根本使命，总结
和运用过去一年多来的宝贵改革经验，坚持以制度管人，以文化管
心，以流程管事，立足海南实际，聚焦服务国家重大战略和自贸港
经济社会发展需要，进一步解放思想、求真务实、开拓创新、团结奋
斗、攻坚克难，实施创新驱动战略、科教强校战略、人才强校战略，
立足高等医学教育、卫生健康事业两大领域，统筹推进教育科技医
疗人才一体化改革，进一步激发和增强人才活力和学科发展的内
生动力，建设更高水平的充满文化气息的创新海医、活力海医、人
文海医、和谐海医。

——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海医将秉承“团结奋斗，攻坚克难”
的理念，坚持稳中求进的工作总基调，保持“咬定青山不放松”的工
作精神，守正改革，与时俱进，顺应实践发展，突出问题导向，以强
化制度建设和制度执行力为主线，迎难而上，乘势而为，敢于斗争、
善于斗争，敢于触动利益和灵魂，大胆闯、勇于试，加强顶层设计、
总体谋划，系统集成，先立后破，破立并举，更加注重突出重点，更
加注重改革实效，不断完善治理体系和治理效能，为高质量发展提
供强大动力和制度保障。

——人才强校战略。海医将秉承“海纳百川，追求卓越”的理
念，保持“青出于蓝胜于蓝”的格局胸怀，高效运行海南省医学科学
院、综合楼改造后的部委重点实验室等大科研平台和正在合作建设
的4个全国重点实验室海南基地，使之成为吸引集聚高水平人才和
激活现有人才活力的高地。强化与海内外、岛内外兄弟单位的合作
与交流，聚全校之力，聚四方英才，大力引进并善待具创业之志、创
造之力、创新之能、育人之心的各级各类人才，不断见贤思齐，敬畏
细节，追求卓越，大兴识才、爱才、敬才、用才之风，高度重视青年人
才，最大限度地调动人才科技创新和教书育人的积极性，尊重人才
创新自主权，大力营造勇于创新、鼓励成功、宽容失败的学术氛围，
坚持竞争激励和崇尚合作相结合，为人才松绑，让人才创新创造活
力和人才培养能力充分迸发，使各方面人才各得其所、尽展其长。

——教育强校战略。海医将秉承医科大学姓“医”和“医教协
同、学科交叉”的理念，保持“直待凌云始道高”的韧劲，坚持以立德
树人为根本使命，进一步提升各级各类生源质量，强化思想政治引
领和素质教育，推动理想信念教育和医学人文教育常态化制度化；
统筹推进育人方式、办学模式、管理体制、保障机制改革，进一步优
化专业结构和课程体系，提升教书育人能力，健全师德师风、学风校
风建设长效机制，深化教育教学评价改革，强化人文教育、实践教
育、创新能力和岗位胜任力教育，健全德智体美劳全面培养体系；加
强学校与附属医院协同发展，采取切实措施，落实医院与临床医学
院的“院院一体”体制机制，努力开拓教书育人、立德树人新局面。

——科技强校战略。海医将秉承“聚焦特色，服务地方”的理
念，保持“不负韶华行且知”的脚踏实地，强化学科管理，优化资源配
置和绩效评估，推动附属医院建设科研平台和专职科研队伍，强化
高水平临床研究，通过用活用好正在改善的试点学院和部委重点实
验室的科研条件、实体化运行的医科院和药科园，坚持“四个面向”，
尤其是面向自由贸易港的重大需求，依托海南的热带、海洋、黎医黎
药等天然资源，明确学院学科的发展方向和发展层次，积极承担和
激励承担国家科研项目，深化基础—临床—预防—康养和政产学研
用深度融合，聚焦热带疾病、肿瘤、心脑血管疾病、代谢性疾病、生殖
发育、衰老与长寿、代谢与免疫、合成生物学和海洋药物、海洋医学
等生命医学学科的重大前沿科学研究和转化医学研究，推动人才
链、创新链、产业链等联动发展，着力打造高水平医学成果孵化和转
化中心；坚持教师“既能教、也能创”的理念不动摇，努力实现教育科
技医疗人才一体化发展，为培养适应自贸港医疗卫生事业发展需要
的各类医学人才和提升海南新质生产力奠定创新和人才基础。

“我们的目标是保持战略定力，以立德树人为根本，以提升人
才培养质量为核心，立足海南自贸港，面向未来，面向东南亚，使海
医成为海南高素质医药卫生人才的聚集地、生命医学创新发展的
策源地、海南生物医药产业的孵化高地和医疗高质量发展的助推
器，助推海南医疗、公共卫生事业和生物医药产业的高质量发展。”
《报告》明确，到2035年，该校进入全国独立设置医学院校排名前
20名，至少5个学科进入ESI全球排名前1%，附属医院在“全国三
级公立医院绩效考核国家监测分析”榜单中进入前100名，为建成

“热带特色鲜明的国际化高水平医科大学”奠定扎实基础，为建设
教育强省、科技强省和健康海南作出应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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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省医学科学院。

在“海医再出发”高质量发展大会上，多家重点实验室
揭牌。

在“海医再出发”高质量发展大会上，附属医院签约仪
式现场。 本版图片均由海南医科大学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