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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十一月下旬的乌鲁木齐银装素裹。
又是一个休息天的大清早。照例，又是第

一架次抵达的航班。一如过去 !年时间里的
"次“定向奔波”。

杜祥教授和王坚教授，复旦大学附属肿
瘤医院病理科的两任主任，目前我国病理学
界算得上的两个“腕儿”。在刚刚过去的一个
多月时间里，他们已如此不辞艰辛地分头赶
了几个“早班”。

国庆小长假的最后一天。新疆医科大学
第一附属医院病理科会议室阳光充盈，人头
攒动。有备而来的杜祥、王坚拿出了讲稿、
##$，以及为这里每一位医生准备的有关于如
何建设一个好的病理实验室的学术小册子。
一次“医院病理科 %"&'论证启动会”，便从
两位专家的“上海肿瘤医院能做的，我们这里
也一定能做”的演讲开场了。

一流项目启动仅仅二十来天
这个在业内堪称一流的项目启动仅仅二

十来天———“(')*+*,-的内审员培训，全科
.!人悉数参加培训，希望有好的开始”———杜
祥在乌鲁木齐通过微信向上海兴奋地报告说。
“我们医院”，“我们科”———两位医生似

乎很习惯这样称谓。以至于旁听者如我们，常
常会搞不清楚，两人嘴里的那个“我们”，到底
指的是上海肿瘤医院的病理科？还是新疆医
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病理科？

从另外一个角度“看”，杜祥和王坚两人，
是肿瘤医院援疆医疗队的前后“接力者”。根
据国家支援新疆的工作部署，以全国病理科
专业排名“第一”的身份，肿瘤医院病理科自
/00,年起，先后有 12人到新医大一附院参加
对口支援工作。“是呀！不光是我们 30多个援
疆医生。我们肿瘤医院病理科各亚专业的业
务骨干，差不多都来这里手把手地与他们一
道干过。”令人欣慰的是，这个西北边陲不为
人知的病理科，近几年有了突飞猛进的变化：
有了博士人才梯队，上了精细化的亚专科项
目，建了辐射基层医院的网络远程会诊，成了
名符其实的病理诊疗量区域“第一”。

于是，就有了眼下两地病理科医生再一
次继续携手，快马加鞭攀登“认证”新台阶的
决心。杜祥反反复复地说：“上海过了，我们这
里也一样要过！”尽管此时此刻，肿瘤医院的 !

批对口援疆任务业已顺利完成。

带着"!年援助计划#来报到
这个援疆故事，从一开始就显得有些与

众不同。可以先读一组当年的基本数字：
———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为全国知名

三甲专科医院。其病理科是新中国建科最早的
病理科之一，在编专业技术人员近 -0人，全年
完成包括组织病理、免疫组化、分子病理等各类
诊断 *0余万例。迄今连续 4年均获得《中国医
院最佳专科声誉排行榜》病理专科第一名。

———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为区域
内领跑科教研的一家大型三甲综合性医院，核
定床位数 2-50张，员工 +400人。相比之下，
医院病理科仅有 *0多人，除常规病理外，分子
病理项目等均无开展。

一家以临床病理闻名遐迩的专科医院，
领受了援疆任务的病理科医生后，如何“嵌
入”一家拥有超大体量的综合性医院，才能实
实在在地用上“力气”，让先进的病理诊断技
术更好地服务全疆民众？

院办主任杨英当年在医院人力资源部工

作，具体负责落实各地援疆项目。“你知道吗，
肿瘤医院是第一个援疆医生带着一份科室的
‘.年援助计划’来报到的！”现在回忆起来，杨
英仍显得非常激动。

援助注重推动科室进步
这是为什么？
200,年，时任肿瘤医院病理科主任的杜

祥教授半夜里打来越洋电话，与科里几位骨
干第一时间报名援疆。事后细细拈量，毕竟不
同于一位临床专家“蹲点”一个科室，或可引
入一项技术，或可示范一种手术，“一家大型
综合性医院的病理科，希冀于‘单干’式的外
援，也许无法从根本上改变面貌。”

明确了援疆时间表，肿瘤医院病理科就
在院领导的支持下，先期进行实地调研，并
逐步酝酿出了一个与可以新疆医科大学第
一附属医院病理科“科室对口”的分期建设
目标，即上文提到的、由打头阵的科室支部
书记王朝夫医生带到乌鲁木齐的“援疆.年
计划”。
“计划”注重推动整个科室进步，而不拘

泥于援疆任务原本要求的“批次”或“年限”。
比如，派遣赴疆的病理某个亚专业技术骨干，
按照新疆科室建设的推进节奏，他（她）的一
年援疆时间或以分为有间隙的两个半年。
不是一阵子，考虑一辈子。杜祥他们以一

种完全“自家人”的口吻，与院领导几番“软磨
硬泡”“谈斤论两”。终于，院方破天荒地为一
个全院五六十个临床科室中的“小弟弟”，腾
挪出了 *500平方米的一个楼层。

不断实现"零的突破#

*0月 -日中午时分，忙完了工作布置的
张巍主任打开电脑，着手下载前一天从新疆
各县医院病理科发来的“远程会诊申请单”。
总共收到 5份，分别来自距离乌鲁木齐 400

多公里的焉耆县、,00多公里的若羌县。
张巍告诉记者说，迅猛发展的新医大附

一医院病理科现在病理标本量不断攀升，每
年活检、细胞学、疑难病理切片会诊的量，分
别达到 .0000余例、,000余例和 ,00余例。人
才、设备、技术、管理，一年一个新台阶。包括
杜祥教授申请后“留”在新疆的一个重大科研
立项，科室不断实现“零的突破”，近年来主持
在研项目 **个，其中包括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项目 4项、省部级课题 !项；已发表 '%(论文
**篇、中文核心期刊 .+篇。“今年回修待发的
就有 ,篇。”真的了不起！

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病理科创新的
“团队援疆”模式，让上海“金标准”实现了入
疆生根发芽的目标。这一次，当已经圆满完成
了援疆任务的上海病理医生主动请缨，表示
愿意帮助对口单位能够像全国首家获得
%"&'认可的肿瘤医院病理科一样，站上更高
的技术平台时，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院长温浩教授马上表态：“全力支持！要什么
给什么！力争三年任务两年实现！”

让我们两个病理团队能够做得一样
好———这是上海专家对新疆同道的承诺。

首席记者 施捷

! ! ! !从生孩子到孩子上学，从就业到失业
等，不少人都要找居委会开证明，还有许多
“奇葩证明”因为无“章”可循，让居委干部左
右为难。作为上海基层社会治理的重要内
容，静安区曹家渡街道高荣居民区为了避免
居委会印章变成“万能章”的问题，摸索出一
套规范使用和管理居民区印章的好“章法”。

居委会印章几乎成了"万能章#

“居委会承担的职能越来越多，特别是
方方面面需要居委会盖章证明的项目不断
增加，还有许多‘奇葩要求’更是闻所未闻，
但究竟居委会应当或者可以为哪些证明材
料盖章？这个问题不仅让居委干部感到困
惑，而且已成为居委会工作中的一项棘手
事。”曹家渡街道有关负责人表示。
经过“接地气”的前期调研，曹家渡街道

高荣居民区梳理出居委会日常印章使用和

管理工作存在的主要问题后发现，居委会为
各类社区事务盖章的证明种类多达几十项，
涵盖范围之广，使得居委会印章几乎成了
“万能章”。

同时，由于对是否应该盖章的审批环节
不规范，而且印章一般由居委会主任保管，
一旦主任有事外出，就会给急需盖章的居民
造成不便。此外，由于居委会的印章具有法
律效应，但很多需要证明的情况是居委会无
法掌握的，很容易让居委会产生法律风险。

梳理用印范围清单形成"指南针#

对存在问题“心中有数”后，高荣居民区
全面梳理了居委会印章使用范围，尤其是重
点梳理居委会需为各方出具的各类证明材
料，共 -类 !-项。曹家渡街道进一步按照
“对应职能部门、具体盖章事项”的划分原
则，形成了《曹家渡社区居民委员会印章使
用范围清单》（以下简称《清单》）。
《清单》对哪些事项可以敲章，哪些事项

不能敲章，做了详细的梳理。比如，在校学生
申请子女助学金，需要证明其生活困难，规

定“可开具”；本人为孤老，需要证明无直系
家属，规定“确能证实其亲属关系的，可开
具”；结婚证丢失，需要开具婚姻关系证明，
规定“无法证实，不应开具”。

同时，根据居委会调研后提供的真实素
材和数据，曹家渡街道起草形成了《关于规范
社区居民委员会印章使用和管理工作的指导
意见（试行）》（以下简称《指导意见》），首次明
确了居委会印章使用和管理的职权、范围等。

清单之外要盖章可以说"不#

曹家渡街道在形成调研报告的基础上，
正式将《指导意见》以文件的形式，连同《清
单》下发各居民区。其中，明确“应盖章、应开
具”的，“可以开具”的，“经证实后可以开具”
的，“不应开具”的，“建议不开具”的。如此一
来，居委会对出具证明的范围有了明确界
定，居委干部盖不盖章有了“指南针”。
据悉，为了确保社区证明类用印事项的

准确性，曹家渡街道明确，今后居民区将配
合街道每年对《清单》进行一次核对调整。

本报记者 宋宁华

让居委会用印有“章”可依
曹家渡街道高荣居民区规范使用和管理印章

“让我们两个团队做得一样好”
!!!肿瘤医院病理科首创"团队援疆#的故事

! ! ! !本报讯（记者 董纯蕾）中国工程院今天上
午发布 20*+年新增院士名单，共 50人当选，其
中 !人来自上海。本次增选后，中国工程院院士
总数达到 ,+2人（其中资深院士 .22人），其中
在沪院士 5!人（资深院士 .,人），占全国总数
的 ,6-27。

!位上海的工程院新院士分别是：化工、冶
金与材料工程学部的陈芬儿（复旦大学）、钱峰
（华东理工大学），医药卫生学部的宁光（上海交
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孙颖浩（解放军
第二军医大学）、张志愿（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
附属第九人民医院），工程管理学部的柴洪峰
（中国银联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工程院 /83+年院士增选工作，启动于
今年 3月，通过中国科协组织学术团体提名和
院士提名两条途径，共提名了 +23名有效候选
人。在两轮评审中，经过各学部初选和全体院士
终选等程序，共选举产生了 58位新院士。
新当选的 58名工程院院士中，男性 !5人，

女性 .人；最小年龄 45岁，最大年龄 5.岁，平
均年龄 +!62 岁，比 283. 年下降 865 岁；!8 岁
（含）以下的 +!人，占 ,87；!3岁至 58岁（含）
的 32人，58岁以上的 2人；来自高校的有 .4

人，占 4,6!7；研究院所 3+ 人，占 23647；企业
及医院 23人，占 .87，比 283.年增加 ,6+7。值
得关注的是，共有 !个此前没有院士的二级学
科产生了新当选院士，激光增材制造、大数据和
下一代互联网等学科方向均有新当选院士。

中国工程院上午公布新增院士
共 !"人当选 #人来自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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