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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新冠疫情，每个人都是自
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如果说健康
教育缺失是当今社会的“病毒”，那
么正确理性的科普就是最有效的

“疫苗”。
在福建，越来越多的医院和医

生意识到科普的重要性——
福建省立医院与《福建卫生报》

社通力合作，共同策划短视频科普
栏目《百医说科普》，其中不少为防
疫知识。

疫情期间，居家带娃怎么既健
康又省心？福建中医药大学附属人
民医院、《福建卫生报》社合力打造

《中医妈妈班》，让妈妈在家就能学
习育儿知识，健康又省心。

作为《福建卫生报》的品牌栏
目，一年来，《大医生开讲》邀请各科
专家做客直播间，进行深度科普，教
育患者进行疾病的自我管理。

此前，在接受《福建卫生报》社
采访时，福建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健康教育促进所副所长陈锦辉就提
出，优秀的科普，应成为一项荣誉，
从而推动医生科普的可持续性，实
现民众、医生和医院多方共赢。

如今，科普成为医生评定职称
的一颗秤砣，就是“荣誉”的具象化。

晋升不再“唯论文”
医技科室医生叫好

一直以来，医务人员的晋升存
在“唯论文、唯学历、唯奖项、唯‘帽
子’”倾向。对一些没有独立病房的
科室，病人的管理缺少数量和深度，
做科研的条件先天不足，这些科室
成员的晋升常常遭遇瓶颈。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协和医院营

养科主管营养师杨凌说，去年她就
开始关注科普能帮助晋升这件事。
医技科室与临床科室对患者管理的参
与度不同，医技科室主要偏向实用性
和行动化的宣教，其价值属性偏向
实践性和应用型，而临床医生有深
入学术研究的优势，更易形成理
论。因此，她认为，面向医技和临床
科室医生的职称评定不宜一刀切。

“营养科作为医技科室，在医院
里其实是较为边缘的。而对所有人
来说，营养又是一件越来越重要的
事，需要更广、更深的科普，所以我
认为在评职称时加入这一条件，对
不少‘医技’科室来说，是一件好
事。”杨凌说。

此外，这一政策也能鼓励基层
医务人员把更多的精力放在加强健
康科普上。

今年初，省政协委员、福医协和
医院心内科副主任陈昭阳就提交了

“优化基层医务人员职称评审体系”
的相关提案。陈昭阳提出，希望能降
低基层一线医务人员职称评审中关
于论文模块的要求，减轻一线科研论
文的压力，同时把科普工作纳入职称
评审的考核，让老百姓真正获益。

标准仍需细化
高质量也需易传播

《实施意见》中，申报副高级职
称的相应条件之一是：在省级及以
上卫生健康行政部门政务微信或正
式发行的期刊、报刊上公开发表本
专业科普文章（或视频）5篇（其中获
得市厅级奖项1篇），每篇文章不少

于1200字或每个视频时长不少于3
分钟。

不少人提出异议：如果科普可
以晋升，那医生找人帮忙写篇科普
文章不就可以了？

这就引申出一个问题：哪些算
省级以上期刊、报刊，科普文章如何
界定，是否有文章质量要求？

在福建协和医院副主任药师杨
木英看来，科普文章，尤其是纳入职
称评定的科普文章绝不是“一发了
事”，除了发布平台，还有更重要的

“硬核”指标，如科学性、传播性、可
读性、思想性和原创性等，这些都需
要相关部门出台细则。

“我认为，建立编审专家库，对
科普文章进行打分，符合分数的才
能录用，这样既能产生高质量、易传
播的科普，让老百姓获益，也让评定
标准更具含金量。”杨木英说。

此外，医生的职称评定也与所
在单位制定的职称评审条件有关。
省级医院向来重视科研，将其作为
医生送评的条件之一。而只有所在
单位真正重视科普，将其作为条件
之一纳入职称评审条目中，这项政
策才有可能真正落到实处。

不是“花架子”
做好更见“真功夫”

政策发布后，也有不少人提出
异议：医生最重要的任务是看病，而
不是“不务正业”做科普，甚至有人
担心医生要花更多时间钻研科普这
个“花架子”。

首先，在福建，该政策只是评
定条件之一，相当于多了一个参选
项目，对那些扎根临床和科研、从未
涉足科普的医生不会有太大影响。

其次，要做好科普，用通俗易懂
的语言把复杂的医学问题说明白，
并让大众理解，不是每个医生都可
以做到的。

杨木英说：“很多人觉得科普就
是给一个正确答案。实际上，很多
医学问题是没有唯一答案的。科普
越久我们越觉得，科普的最好效果
就是提高大众的思考能力，让一般

人拥有理性决策的能力。”
此外，科普也能产生巨大的经

济效益。比如，在病房，临床药师会
花上不少时间给病人科普，同时有
意识地搜集数据，反过来增强医生
精准用药，控制病人就医成本。在
福建协和医院心外科，临床药师积
极参与病人用药指导。如今，常规
病人疼痛可控制在术后1天内，出院
疼痛总体缓解率可达到 95%以上，
用药精准也使得呕吐、头晕的病人
更少，这些都有助于加速患者术后
康复，提高床位周转率。

不少读者像“追剧”一样，每周守
着《福建卫生报》社大医生开讲的直
播间。福医协和医院神经内科主任、
福建省医学会神经病学分会主委叶
钦勇告诉记者，因为科普，不少“拖延
症”患者下定决心就医，获得了及时
的治疗，也避免了更多的费用投入。

省立医院党委书记、院长朱鹏
立在此前的采访中表示，在所有知
识的科普中，医学健康教育事关每
个人的健康。帮助民众提升健康
素质，是医务人员的责任和义务。
希望更多的医务人员投入医学科
普的活动中，用正确的医学知识教
育百姓，让每个人都成为健康第一
责任人。

医生能靠“科普”晋升？
福建已出台规定：晋升职称不再“唯论文”记者观察

三年前，国务院印发《健康中国行动组织实施和考核方案》，要求到2022年，全国实现建立医疗机构
和医务人员开展健康教育和健康促进的绩效考核机制。

2022年，多个省市先后发布卫生技术人员职称评价标准，科普项目普遍可以被用于申请副高、高级
职称。2022年9月16日，福建印发《福建省卫生系列高级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评审实施意见》（下称
《实施意见》），科普作品可作为业绩成果代表作，并作为任职资格评审的条件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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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陈坤

《医生我想问》邀请医师在线
连麦，直播吸引了不少网友关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