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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迁志报国 弦歌永不辍
——重庆医科大学传承与弘扬“西迁精神”纪实

“我们上医 400
多人到重庆建立
医学院，一是服从
组织，二是事业
心，个个都是绝对
服从没有二话，这
是为人民、讲奉
献，不讨价还价。”

半个多世纪以
来，“西迁精神”
影响了一代代重
医人。据了解，
建校 68 年 来，
重庆医科大学为
国家培养了逾16
万名医学人才，
2023 年在中西
部工作的毕业生
达60%以上，为
国家的西部发展
战略提供了重要
的人才支持

“一部西迁史，无
疑是一部拓荒
史，更是一部知
识分子的爱国奋
斗史，是新时代
加强学校思想政
治工作、落实立
德树人根本任
务、厚植师生爱
国主义情怀最生
动的育人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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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焦以璇 禹跃昆 杨国良

这是一段鲜为人知的故事。
60多年前，七天七夜溯江而上，400

多人西迁创业。
这是一首荡气回肠的凯歌。
平地起高楼，荒原变校园，一所新型

医学院在西南拔地而起。
6 月底，重庆医科大学 2024 届毕

业生在离校之际收到了一份特别的礼
物——由学校赠送的《向西而歌——400
位上医人西迁重庆的故事》，这本30余万
字的创校历史人物传记，图文并茂地再现
了来自上海第一医学院（简称“上医”）的
西迁前辈们白手起家、创建重庆医学院
（重庆医科大学前身）的艰苦奋斗史。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西迁精神”的核
心是爱国主义，精髓是听党指挥跟党走，
与党和国家、与民族和人民同呼吸、共命
运，具有深刻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

弦歌西行，丰碑铭刻。这是一段怎
样的历史，后人又将以怎样的方式铭
记？让我们走近它、触摸它、仰望它。

“这是为人民、讲奉献，不
讨价还价”

位于重庆医科大学校内的“西迁精
神”主题展览，常有师生驻足凝望。

上海第一医学院欢送专家赴渝合
影、首届开学典礼大会、建院初期建设者
合影……98岁高龄的西迁老专家郑惠
连仔细端详着展览上一张张黑白老照
片，记忆的闸门被打开……

时间回溯到1955年初，为了社会主
义建设和国防建设的需要，改变沿海与
内地工厂及高校布局不合理的局面，中
央决定上海第一医学院分迁人员至重庆
建立重庆医学院及附属医院。得到迁院
指示后，上海第一医学院立即开展筹建
工作，成立了重庆医学院筹建委员会，上
海第一医学院创始人、时任副院长的颜
福庆担任主任委员，亲自主持重庆医学
院创建工作，73岁的他亲赴重庆选定校
址，规划学校和医院布局。

回忆当年，“中央号召支援西南，你愿
意去重庆支援建设儿科医院吗？”一道选
择题摆在了郑惠连面前。“愿意！服从组
织安排！”作为第一批赴渝开展建院工作
的专家，郑惠连告别新婚不久的丈夫，于
1956年正月初三抵达了重庆。

然而，出发时的雄心壮志被现实浇
了一盆冷水。

20世纪50年代的重庆，“山高石头
多，出门就上坡，地无三亩平，水电路不
通”，与繁华的上海判若云泥。由于居住
条件简陋，一些专家刚来时只能打地铺，
晚上常伴着老鼠的吱吱声入眠。加之气
候差异、饮食习惯差异、语言不通……西
迁专家面临的困难超乎想象。

“生活上的困难咬咬牙也就过去
了。压力最大的，是参与儿童医院的筹
备工作。”大到医院选址、大楼修建，小到
服装制作、器材采购，刚到而立之年的郑
惠连都亲身参与。

4个月后，重庆医学院附属儿科医
院顺利开诊，结束了重庆无儿科专科医
院的历史。郑惠连同时负责医院门诊、
病房、药剂、检验等医疗管理工作，“整天
忙得像只陀螺”。

在西迁建设者的共同努力下，不到
一年的时间，重庆医学院一期工程基本

竣工。1956年9月1日，重庆医学院首
届400多名新生会聚校园，掀开了学校
崭新的一页。他们惊讶地发现，周围老
师全说上海话，“感到有些恍惚，仿佛到
了另一个世界”。

他们有所不知的是，这些操着上海
口音的老师中有中国遗传学奠基人之一
陈世騠、中国小儿外科创始人之一王赞
尧等一批享誉中外的医学大家。为了保
证人才培养质量，上医派出了“豪华阵
容”支援重医建设，光功成名就的教授、
副教授就有近30位。派遣工作历时5
年，教师、医师、教辅医技和护理等各类
人才400余人先后抵达重庆。

每个看似平凡的选择背后实则是一
个个家庭命运的扭转。

为了表达扎根重庆的决心，时任上
医附属中山医院副院长、外科专家左景
鉴将上海180平方米的复式洋房交还公
家，带着妻子和两个儿女来到重庆。当
时尚在上医念书的大女儿“无家可归”，
只能搬到学校宿舍居住。

著名儿科专家石美森的小儿子在重
庆出生，由于严重缺乏营养，患了典型的
佝偻病，石美森给儿科系学生讲营养不
良课时，为了让学生更好地了解佝偻病
的症状和体征，常常带着小儿子去示教。

…………
“我们上医400多人到重庆建立医

学院，一是服从组织，二是事业心，个个
都是绝对服从没有二话，这是为人民、讲
奉献，不讨价还价。”2004年，98岁的重
庆医科大学名誉校长钱惪在接受采访中
这样说道。

从青丝到白发，郑惠连曾经有重回
上海工作的机会，但她选择留下。如今
年近期颐的她仍坚持坐诊、义诊、开展育
儿科普讲座，为儿童健康发挥余热。

事实上，绝大部分的西迁教职工都
选择留下，如今健在的还剩下80多位。

“重庆这片热土，我没有白来。跟着共产
党，我的一生，没有白过。”郑惠连说。

“大家唯一的信念，就是
要把学校和医院建设好”

建校初期的重庆医学院，百废待兴、
万事待举。

教学资源不足是学校面临的首要问
题。由于重庆购买物资不易，学校开展
教学、科研迫切需要的图书、标本、教材
等物品，都是由上医支援的，包括最初开
展解剖学教学使用的400具尸体，也是
由上海运往重庆的。

“那时回上海探亲，少不了要为公
家采买一些医疗用品，医用手套、血压
表以及零件、X光胶片等，我都买过。
记得我有一次带了 17 件行李，母亲
说，我不是来探亲的，倒像是来采购
的。”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原副
院长邵大保回忆道。

采购仪器设备，亲手制作教具，投身
学校基础设施建设……西迁专家们需要
一人身兼数职，从最基础的工作做起。

困难不止于此。由于当时没有实验
室，传染病学家张定凤曾经在办公室的
走廊里，自己养兔子做实验。重庆夏天
天气闷热难耐，再加上通风不畅，整个走
廊都臭气熏天。

“可即便是这样，也没人觉得苦，当
时大家唯一的信念，就是要把学校和医
院建设好。”邵大保说。

繁重的建校任务下，重庆医学院始
终没有放松对学生的培养、对科研的孜
孜以求。

对待教学，西迁专家们一丝不苟，坚
守讲台。

解剖教研室创建者王永豪常年讲授
本科生解剖学课程，他能一边讲课，一边
在黑板上绘制标本图像，他笔下的每一
根血管、每一条神经都栩栩如生，惟妙惟
肖如艺术品。生物教研室创建者陈世騠
上课从不看讲稿，但是各种知识信手拈
来，总能把复杂的知识点用最简单易懂
的方式传授给学生……

培养年轻医生，西迁专家们严格要
求，倾尽全力。

每当诊断课检查肝脾时，钱惪会亲
自躺到检查台上，边做呼吸动作，边让学
生摸肝脾，直到摸准确为止。重医附一
院外科创建者林春业特别重视在病历中
找出问题及时纠正，他要求每一位年轻
医生务必做到病史记录翔实、诊断明确、
治疗方案详尽、字迹工整，否则会受到严
厉的批评……

重庆医学院1964届毕业生、重庆医
学院附一院神经外科原主任唐文渊还记
得，自己写的第一篇论文被时任神经外科
主任朱祯卿改得面目全非。当他从老师
手里接过那篇近乎重写的论文时，老师并
没有作过多讲解，而是给他时间，让他自
己去琢磨。

“每一处修改的地方我都琢磨了很
久，直到想明白为止。后来，我又写了第
二篇论文，朱老师改动的地方就很少
了。我那时才明白，朱老师是在培养我
独立思考的能力。”唐文渊说。

艰苦的环境并未阻挡西迁专家们攻
克医学难题的脚步，新中国医学史上的
许多个第一由他们创造：钱惪带领团队
筛选出“血防—846”，被认为是血吸虫防
治史上划时代的创举；妇产专家凌萝达
在国内率先提出头位难产及头位分娩评
分法，是20世纪我国难产学术领域的重
要丰碑；张定凤创立了全国第一个病毒
性肝炎研究所，在国内率先开展乙肝免
疫治疗……

重医大现有的4个国家级重点学
科——内科学（传染病）、儿科学、神经病
学、临床检验诊断学，都是上医西迁专家
打下的基础。

60多年过去了，西迁专家们留下的
许多痕迹，都已经被时间的沙砾掩埋。但
他们留在后辈身上的印记，非但没有被抹
去，反而在岁月的长河里恣意生长。

这是一家三代人殊途同归的选择。
60多年前，陈世騠携妻带子坚定地

踏上西迁之路。2004年，陈世騠的孙
子、现任重庆市急救医疗中心院长陈力
面对国外导师的再三挽留，毫不犹豫地
选择了回国。

“现在想来，冥冥之中，和爷爷奶奶在
上海与重庆之间做选择、父亲在城市与农
村之间做选择是一样的，我选择回到祖
国，为西部医疗卫生事业服务。”不论是汶
川、玉树、芦山、尼泊尔几次抗震救灾，还
是远赴非洲援外抗疫，每次大灾大难面
前，陈力都主动担当、冲锋在前。

这是一门三代人夜以继日的攻坚。
60多年前，我国精神病治疗学奠基

人之一、重庆医学院附一院精神科创始
人张逢春教授，编撰了国内第一本系统
全面介绍精神疾病治疗学的著作《精神
病治疗学》，在国内率先开展有关抑郁症
病因及发病机理的研究。如今，精神科
第三代医生周新雨带领团队主攻儿童青
少年抑郁症相关研究，发现了目前唯一
有效且安全的儿童青少年抗抑郁药，相
关诊疗方案被写入了美国、加拿大等多
国权威医学指南。

“虽然现在的科研条件好了，但是挑
战依然存在，还有很多难题亟待攻克。”
为了弄清楚抑郁症的发病机制，周新雨
曾把自己关在苏州一个封闭的小岛做猴
子实验，在长达9个月的时间里，每天与
猴子朝夕相处，观察记录猴子的行为习
惯。

半个多世纪以来，“西迁精神”影响
了一代代重医人。据了解，建校68年
来，重庆医科大学为国家培养了逾16万
名医学人才，2023年在中西部工作的毕
业生达60%以上，为国家的西部发展战
略提供了重要的人才支持。

在重庆医科大学老校区的校园中
心，有一棵枝繁叶茂的黄葛树。建校初
期，钱惪带领创业者们种下了这棵树。
当年的小幼苗，如今已长成参天大树。

“重医大帮扶其他地区，
是对‘西迁精神’最好的传承”

向西，向西，再向西！西迁的故事还
在继续。

如果不是把车祸受伤的母亲转运回
重庆，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医生
吴禹可能永远不会知道，母亲刘维超选
择的这条路如此艰辛。

“小病拖，大病抗，重病等着见阎王”，
距离重庆800公里的凉山，曾经流传着这
样一句顺口溜。1995年，时任重庆医科
大学校长的周雅德第一次到访凉山。他
惊讶地发现，在祖国最大的彝族聚居区，
数个村镇竟然没有一个医生。

医疗设施薄弱、医疗人才匮乏是当
时凉山的软肋。1995年，为积极响应党
中央、四川省委省政府的战略部署，重庆
医科大学与凉山卫生学校正式建立对口
帮扶关系，联合办大专班。

由于交通不便利，第一批支援凉山
的教师，需要深夜乘坐绿皮火车前往，次
日早上8点下火车，10点便风尘仆仆登
上讲台，上午上完课，下午还要赶到病房
指导。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妇产科
主任刘维超在凉山授课期间，不幸遭遇车
祸，数天昏迷不醒，好转后留下了后遗
症。但她心中放不下在凉山的学生们，伤
愈后坚持继续在凉山卫生学校开展教学。

吴禹回忆，为了节省时间，母亲总是
提前在家把板书的内容写在一张张大字
报上，到了教室后直接挂在黑板上，类似
手工版的PPT。“从未听母亲抱怨过，她
觉得自己是个普通人，做了自己应该做
的事情而已。”

根据培养计划，重庆医科大学教师
担任1/4的课程教学工作。学校专门派
遣高级职称的师资赴凉山授课，有的专
家讲授的课程甚至重医大本部学生都难
得聆听到。从1996年至今，先后有300
多名重医大教师奔赴凉山。

“当时上课的情形历历在目，老师考
虑到我们的基础很薄弱，就给我们足够
多的提问时间，等到结束后才发现，早过
了下课时间，但课后老师反倒还向我们
道歉。”凉山卫校重医班2005级毕业生
陈娟回忆道。

为了改善凉山卫校教学资源短缺的
局面，重庆医科大学数次无偿赠送大量
教学和实验设施，为凉山卫校提供了教

学标本、切片等教学用品，为学生们创造
了良好的实习实践条件。

如今，接过母亲手里的接力棒，吴禹
加入了凉山卫校支教的队伍。“每次看到
学生渴望知识的眼神，便会觉得很满
足。”吴禹说。

为当地培养留得住、用得上的医生，
是支教老师最大的心愿。毕业后，陈娟
留在凉山州第一人民医院当护士，一干
就是20多年。陈娟忘不了自己遇到的
第一个病人，她盯病人的监护仪盯了一
宿，每一条医嘱都认真执行，直到病人平
安渡过难关。等到早上10点多下班的
时候，陈娟瞬间虚脱，在更衣柜前的地面
上坐了好久才站起来。

“能守护一个人生命的感觉真棒，那
一瞬间，我觉得学医真好，那种成就感和
快乐，千金不换。”陈娟感慨道。

据统计，凉山卫校70%的毕业生留
在凉山州就业，成为农村防病治病不可
替代的主力军。他们散作满天星，照亮
了凉山医疗的每一个角落。

帮扶的脚步从未停歇。
向西跨越1370公里，重庆医科大学

附属医院对口援建西藏自治区昌都地
区，开展医疗人才“组团式”援藏。9年
来，400多名援藏干部先后踏上雪域高
原，累计培训本地医疗卫生人才700余
人次，对口支援的昌都市人民医院成功
获批“三级甲等综合医院”。

踏出国门，自2002年起，重庆医科大
学附属医院先后派出70余人，承担了巴
布亚新几内亚和巴巴多斯两个国家的援
外医疗工作，展现了“不畏艰苦、甘于奉
献、救死扶伤、大爱无疆”的中国医疗队精
神，赢得了当地人民的好评和信任。

2023年，为深入贯彻新时代党的治
疆方略，共同推动西部医学教育高质量
发展，在渝疆两地党委政府大力支持下，
重庆医科大学对口支援新疆第二医学
院，已被列入教育部对口支援名单。

“在重医大的创校历史上，上海第一
医学院西迁重庆留下了彪炳史册的功
勋，如今重医大帮扶凉山彝族自治州、西
藏昌都，对口支援新疆第二医学院建设，
正是对‘西迁精神’最好的传承和延续。”
重庆医科大学校长黄爱龙说。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建
功立业”

成为像郑惠连一样的儿科专家，是
重庆医科大学儿科学硕士研究生胡再宏
的梦想。

高考9个志愿填的都是医学院校，
胡再宏从医的志向坚定不移。学习成绩
优异的她主动加入了学校校史讲解志愿
服务队。“在向师生介绍西迁人物故事的
时候，我时常在想自己能否像西迁前辈
那样为国家、为社会做些什么。”

大四那年，符合保研条件的胡再宏
毅然选择去奉节三峡卫生学校支教一
年。在站稳讲台的同时，胡再宏组织策
划了赴重庆医科大学游学，前往敬老院
和春雨康复中心开展志愿服务等一系列
活动。她说：“想让这群山里的孩子看看
大山外不一样的世界。”

“一部西迁史，无疑是一部拓荒史，
更是一部知识分子的爱国奋斗史，是新
时代加强学校思想政治工作、落实立德
树人根本任务、厚植师生爱国主义情怀
最生动的育人教材。”重庆医科大学党委
书记覃正杰表示。

精神的力量总能穿越时空的阻隔。
近年来，学校深挖西迁历史，用活西迁资
源，打造了“认知—体验—践行”三位一体
的“西迁精神”育人路径。举办“西迁精
神”主题展览、打造高水平“西迁精神”
宣讲团、编撰西迁创校历史书籍、建设西
迁群雕、构建由“红色之旅”“医路修德”等
六大模块组成的思政课实践教学课程体
系……系列举措有力贯通线上线下、理论
实践。在“西迁精神”的浸润下，学校思
政教育卓有成效，2022年入选全国首批

“大思政课”实践教学基地。
在新生开学第一课上初识西迁历

史，在西迁主题班会、专题讲座上领悟
“西迁精神”，在排演西迁话剧中沉浸式
体验当年前辈走过的路……不仅如此，
各学院、各科室深入挖掘各自西迁前辈
的故事、提炼精神内核，将其融入日常教
育教学。

“‘西迁精神’一直在延续，年轻一代
要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建功立业，用实
际行动为传承‘西迁精神’增光添彩。”作
为“西迁精神”宣讲团成员，陈力用一次
次挺身而出去践行西迁后人的使命担
当。

实践是最有力的传承。在抗疫战场
上，无论是护佑生命，援鄂援外，还是研
发国内首个化学发光法新冠病毒抗体检
测试剂盒，重医人都在为全球抗疫贡献
智慧和力量。在实验室里，师生团队努
力破解“卡脖子”难题，攻关重大科研项
目，推动科技自立自强；在服务乡村振兴
的舞台上，博士生医疗服务团开展义诊、
专题讲座等志愿服务，为人民健康保驾
护航……“西迁精神”的新传人，在伟大
精神的引领下，踔厉奋发，砥砺前行。

“我们将永远铭记西迁前辈，大力弘
扬‘西迁精神’，以培养医德高尚、医术精
湛的人民健康守护者为根本使命，为国
家发展、西部建设提供人才支撑、智力支
持，为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作
出更多、更大贡献。”覃正杰说。重庆医学院（重庆医科大学前身）首届开学典礼。 学校供图

重庆医科大学师生在实验室开展研究。 学校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