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ĀĀ蚌蚌埠埠医医科科大大学学āā来来了了üüüü

高高校校更更名名期期待待几几何何
ʇʇ蚌蚌报报融融媒媒体体记记者者 陈陈瑶瑶

时间回溯到 1958 年，蚌埠医科大学
与蚌埠正式结缘ŸŸ为加快安徽建设，
改变皖北地区人民群众缺医少药的局
面，国家决定由原上海第二医学院（现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以及安徽医学院

（现安徽医科大学）援建创立蚌埠医学
院ʪ这是蚌埠医科大学的起点，宣告了
皖北地区实现医学高等教育Ž零ž的突
破，也意味着蚌埠这座城市在医学领域
的发展迎来新的开端ʪ

大学因城市而兴，城市因大学而
盛ʪ此后数十年，蚌埠医科大学扎根淮
畔，潜心发展，为党和国家培养造就了
大批德才兼备的高素质人才ʪ历经数
次扩建更名，1974 年，学校恢复校名为
蚌埠医学院ʪ1979 年，学校开始招收硕
士研究生，为国家首批硕士学位授予单
位ʪ至今，该校已经是教育部硕士研究
生推免高校，国家首批卓越医师教育培
养计划试点高校，全国首批专科医师规
范化培训基地，国家级大学生创新创业
计划实施高校和国家级大学生校外实
践教育基地，教育部临床医学Ž5+3ž改
革试点高校ʪ

Ž60 多年来，不论何时，蚌埠市始终
对我们学校高看一眼ʩ厚爱几分ʪž蚌埠
医科大学副校长陈昌杰告诉记者ʪ城
市孕育大学，大学滋养城市ʪ多年来，
蚌埠市在政策ʩ资金ʩ土地ʩ学科建设和

人才引进等方面给予学校全方位支持ʪ
从高质量建设到高水平运行，蚌埠医科
大学与蚌埠市充分发挥各自资源优势，
在高频互动中实现发展的同频共振，在
赋能ʩ协同ʩ共生中打造校地合作新样
本，构筑科研优势新高地，助力地方高
质量发展ʪ

时光里跋涉的相互扶持，发展中释
放的澎湃动力ƀƀ让蚌埠始终坚持把
教育摆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一如既
往地对高校倾心以待 ，全力Ž添薪加
柴žʪ

蚌埠医学院的更名计划筹谋已久ʪ
更名为蚌埠医科大学，从全省范围来
看，是为了推动优质资源供给ʩ加快教
育均衡发展ʪ从一个高质量发展的区
域中心城市的视角来看，蚌埠也需要更
多的Ž大学ž作为支撑，来落实国家发展
战略ʩ促进区域社会发展ʪ

多年来，蚌埠医科大学由最初的
Ž蜗居ž，到拥有龙子湖校区ʩ治淮校区ʩ
宏业校区ʩ淮上校区和高铁校区五大校
区，成为占地面积 1751.8 亩的安徽省
第一届文明校园，为更名为Ž大学ž做足
了硬件准备ʪ这与当地政府协调支持
教育用地 ，助力院校征地扩建密不
可分ʪ

蚌埠医学院更名蚌埠医科大学，变
的是名字，如一是初心ʪ

校地结缘 一往而深

当一个更高质量发展的时期到来
时，校地合作的更名就变成了刚性
需求ʪ

2022 年 5 月，国家发展改革委员
会ʩ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ʩ国家中医药
局联合公布《第三批国家区域医疗中
心项目名单》，同意将浙江大学医学院
附属第二医院安徽医院（以下简称Ž浙
大二院安徽医院ž）作为国家区域医疗
中心建设项目ʪ

浙大二院安徽医院项目由蚌埠市
重点工程中心负责代建，浙江大学医
学院附属第二医院为输出医院，蚌埠
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为本地依托医
院ʪ接到建设任务后，蚌埠市高度重
视，迅速成立项目建设工作专班，主动
对接浙大二院ʩ蚌医一附院，积极推进
各项前期手续办理ʪ

2023 年 12 月 30 日，第五批国家
综合区域医疗中心项目，由安徽省政
府ʩ蚌埠市政府ʩ上海交通大学医学
院ʩ蚌埠医科大学四方合力打造的上
海市第一人民医院蚌埠医院在蚌埠市
揭牌并全面开诊，这标志着我省首个
国家综合区域医疗中心正式组建并开
始运营，优质医疗资源将惠及皖北乃
至更广地区ʪ

去年 3 月，蚌埠市卫健委与蚌医一
附院共建省级区域医疗中心签约揭牌
仪式举行ʪ双方的合作以服务蚌埠及
皖北人民群众卫生健康为出发点，充
分发挥蚌医一附院在相关专业的管
理ʩ诊疗ʩ科研ʩ人才培养等方面的优
势，整体提升蚌埠市第三人民医院相
关专业的技术水平，形成覆盖相应专
科的学科体系，提高区域辐射能力，使
蚌埠市第三人民医院成为融入长三
角ʩ辐射皖北地区的区域医学中心，为
蚌埠市建设皖北医疗中心城市添砖
加瓦ʪ

蚌埠医科大学与蚌埠市已经进入
全方位ʩ高频次ʩ多领域的校地合作新
阶段ʪ越来越多专家教授ʩ专业学院
将蚌埠作为成果转化的应用场ʩ实现
价值的理想沃土ʪ

Ž提到蚌埠，大家一定会想到这是
个拥有Ż国字号 ż区域医疗中心的城
市，城市名片上的这块金字招牌，是高
校和城市共同努力的成果ʪ更名为

Ż大学ż后，我们会继续坚守特殊职责
和神圣使命，擦亮这块招牌ʪž在蚌埠
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党委书记钱志
刚看来，城市与高校同荣共兴，彰显城
市的无形资产价值，这是高校对城市
的承诺ʪ

更为重要的是，学校还主动承担
起城市对外交流合作的桥梁职责ŸŸ

以主动姿态融入长三角一体化发展，
与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签署战略合作
框架协议，两校共建的临床医学专业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实验班预计今年
招生；与本源量子计算科技（合肥）股
份有限公司联合探索量子计算在生物
医药领域的应用，这是中国医疗数据
首次对接国产自主可控量子算力；与
清华大学万科公共卫生与健康学院携
手建设国家高水平公共卫生学院；与
全省各 地市卫 健 委 组 建Ž卫 健 联
盟žƀƀ在学校与外界的合作与交流
中，Ž蚌埠ž被一再提及，校地并肩奔向
更广阔的天地 ，共同面对更丰盈的
机遇ʪ

从蚌埠医学院晋级蚌埠医科大
学，意味着办学规模ʩ学科建设ʩ师资
队伍ʩ科学研究ʩ社会服务ʩ对外合作
等方面从量的积累迎来质的飞跃ʪ到
2027 年，学校将全面融入Ž淮河生态经
济圈žŽ皖北振兴ž建设，不断提升国家
区域医疗中心聚集ʩ辐射ʩ带动能力和
水平ʪ学校还将利用自身优势，在安
徽省政府Ž十四五ž规划的Ž皖北区域
医疗中心ž建设中发挥龙头作用，并且
主动适应Ž双循环ž发展战略，对接国
家需求，加强同世界高水平大学ʩ科研
机构的互学互鉴，全面融入共建Ž一带
一路žʪ届时，实力的全面提升将使学
校吸引更多国内外顶尖学者和优秀学
生，这也会为安徽考生提供更好的教
育资源ʩ学习环境ʩ更广阔的学术视野
和发展平台ʪ

Ž城市发展离不开高等教育的人
才和智力支持，如何抓住更名的契机，
进一步深化科教产融合，促进教育链ʩ
人才链与产业链ʩ创新链有机衔接，为
城市建设赋能，已经是城市的必答题ʪ
院校升级，校地合作更需要升级ʪž蚌
埠市委党校市情研究中心副主任刘进
认为，大学是人才的摇篮，是培养高素
质人才的重要阵地ʪŽ蚌埠医科大学ž
的到来，无疑会为当地带来更多人才
储备，不仅能够满足城市的用人需求，
同时也为城市的创新发展注入更多活
力，提升城市软实力，提升医疗卫生教
育研发水平，利于打造高标准区域医
疗服务基地和现代化医药产业基地ʪ
面对机遇，校地更应共同做好顶层设
计，发挥大学的科技教育文化辐射作
用，从大学与城市的战略任务出发，建
立和完善人才联合培养机制，引进人
才共享机制，产学研合作机制，成果转
化机制，文化交流机制等等ʪ

本版供图：蚌埠医科大学

澎湃动力 合作升级

对科研创新的孜孜以求，对立德树
人的默默坚守，印证着蚌埠医科大学教
育报国的时代担当与家国情怀，也为蚌
埠这座Ž创新之城 材料之都ž的创新
引擎增添了强大动力ʪ

Ž高校是人才的蓄水池和智力的输
出地，地方助力高校人才培养，人才选
择留在地方发展，这便是高校与地方同
频共振的关键所在ʪž蚌埠医科大学教
务处处长童旭辉介绍，学校现有专任教
师 1054 人，其中，教授 179 人，具有博
士学位的教师 358 人，国家杰出青年ʩ
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首席科学家ʩ享受国
务院和省政府特殊津贴专家等 60 余
人，全国优秀教师ʩ全国模范教师ʩ全省
教书育人楷模ʩ省教学名师ʩ教坛新秀ʩ
安徽最美教师等 98 人，省学术和技术
带头人及后备人选ʩ省特支计划ʩ江淮
名医等 84 人，皖江学者 4 人ʪ学校还
拥有 2 所直属附属医院ʩ9 所非直属附
属医院，另有 205 个实践教学基地ʪ

更名后，蚌医对学子的吸引力更为
强劲ʪ在近年来研究生报名人数逐年
递增的基础上，2024 年学校初试报名
人数为 4207 人，较上一年增加 457 人ʪ
从生源地来看，其中约一半是省外考
生ʪ在省内考生中，约五分之一来自蚌
埠本地ʪ

读懂一座城市，既要在云端之上俯
瞰全景的宏伟，也要在细微之处触摸肌
理的温度ʪ

为了留住人才，蚌埠也捧出真心，
拿出Ž大礼包ž，涉及就业ʩ住房保障ʩ子
女教育ʩ医疗保健等多个方面ʪ近年
来，蚌埠完善 1+X 人才政策体系，引导
人才向产业集聚ʪ出台实施《关于印发
<吸引留住高校毕业生在蚌就业创业
若干政策实施细则(试行)＞的通知》《蚌
埠市政府特殊津贴专家评选管理办
法》，补齐人才政策短板，实现人才政策
与自主创新ʩ人才流动等相关政策衔接
配套ʩ互促融合，积极帮助高层次人才
解决子女就学等具体问题，为各类人才
营造良好的工作和生活环境，并且发挥
蚌埠市高端人才交流服务中心作用，为
高端人才提供学术交流ʩ人才测评ʩ人
才引进ʩ项目对接等服务ʪ

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穿破天际，这
座南方与北方气质交融的城市开始苏
醒ʪ115ʩ117ʩ126ʩ128ʩ137ʩ138 等多

路公交车载着大学城的学子们平稳驶
入城市繁华的路口和寂静的街巷ʪ学
生们一路走走停停，随日光涌入蚌埠的
大街小巷，融入蚌埠的烟火人间ʪ

一座跃动青春ʩ绽放活力的大学，
让蚌埠这座城市前行的身姿越发矫健ʪ
而蚌埠给予年轻人的脉脉温情，也让学
子们发现，这是一座Ž生活有意思，事业
有舞台ž的青春之城ʪ

风雨同舟六十余载，蚌埠医科大学
为蚌埠市医疗卫生战线培养了一大批
用得着ʩ留得住的人才ʪ

下了门诊打开手机，宫蓓蕾第一眼
就看到了微信群里同事ʩ同学们在庆祝
母校Ž更名ž成功ʪ

2006 年，老家在淮北的宫蓓蕾选
择报考蚌埠医学院攻读硕士学位ʪ毕
业后，她进入蚌医一附院成为呼吸与危
重症医学科的一名医生，从此家就安在
了这里，蚌埠成了她的第二故乡ʪ

Ž我和我的同学ʩ同事ʩ丈夫，都是
在蚌埠医学院提供的平台上成长起来，
在这里只要有才华就有施展的舞台ʪ
我们毕业后，一部分同学选择留在离母
校最近的地方，也有不少同学去了上
海ʩ南京ʩ杭州ʩ广州等长三角ʩ珠三角
地区ʪ但不论到了哪里，母校以德为先
的教学理念，导师们严谨的治学态度都
影响了我们一代又一代医学生ʪ母校
更名成功，我们发自内心感到高兴ʩ骄
傲ʪž如今已经是主任医师的宫蓓蕾带
学生临床实习时，对学生们要求之严格
像极了当初她的导师ʪ

六十多年来，15 万余名优秀医药
卫生人才恪守入学时的铮铮誓言，从蚌
埠医科大学走向了全国各地的医疗卫
生战线，以最美的青春践行医者仁心的
使命ʪ这其中既有以刘德培ʩ段树民ʩ
陈孝平ʩ王福生ʩ范先群等 5 名两院院
士为代表的医学领军人才，也有以教育
部长江学者卢洪洲ʩ国家杰出青年基金
获得者卜军等为代表的杰出中青年学
者和医学管理人才，以及以Ž白求恩奖
章ž获得者刘晓林为代表的大批基层优
秀医务工作者，他们为增进人民群众健
康福祉ʩ促进区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作出重要贡献ʪ无论是非典ʩ新冠肺炎
等公共卫生事件，还是在大大小小的医
院，救死扶伤的第一线，永远有蚌医学
子义无反顾冲锋在前ʪ

双向赋能 同频共振

2023年11月30日，清新凛冽的北风拂过黄淮海
平原，也将好消息吹到了淮河之畔，6000平方公里
的城市里从此又多了一所跃升为Ā大学ā的高
校üü教育部向安徽省政府发文，同意蚌埠医学院
更名为蚌埠医科大学Ǒ

一座城市，一所大学，在这块中国地理南北分
界线穿过的神奇土地，互相滋养ǐ共生共荣，心手相
牵跋涉于时间的长河Ǒ走过 66 年，一座城与一所
大学的故事还在持续更新中Ǒ üü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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