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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时记者帮

在春日暖阳下，在浙大紫金港校区内，一

群身着蓝色 T 恤的师生带着高涨的热情，举

着醒目的标识牌欢笑着、奔跑着，发丝飘扬着

⋯⋯青春的他们，正用特别的方式，为浙大医

学院建院110周年献上最诚挚的祝福。

从 1912 年租赁板儿巷民房的校舍到西

湖边第一高楼的标志性建筑，再到如今位于

紫金港校区的医学院，尽管几经易址，但一批

又一批的浙大医学人始终秉承“仁心仁术，求

是求新”的院训，坚守“仁爱、求是、创新、卓

越”的核心价值观。

为追寻初心使命，传承精神文脉，营造浓

厚的院庆气氛，同时在杭州亚运会到来之际，

向社会传递“科学运动、健康生活”的理念，4

月22日，浙江大学医学院开展“医路同行，健

康悦跑”活动，在紫金港校区组织 110 位在

校师生进行悦跑。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浙大医学院的前行

之路更需要我们步调一致，团结一心。希望全

体浙大医学人在新发展阶段更着眼于国家所

需、人民所盼，为迈向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

医学院接续奋斗。”浙江大学医院管理办公室

主任、医学院党委常务副书记夏标泉寄语道。

三条路线组成“110”图案，现场献上110份祝福

用脚步丈量110载历史
这是属于浙大医学人的深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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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条路线组成“110”图案
110位浙大医学人献上祝福

此次悦跑路线分为三条，沿途共14个打

卡点，在校内组成一个大大的“110”图案。

第一个数字“1”在求是大学堂沿线；第二个

数字“1”位于迪臣南路；最后一个数字“0”则

沿启真湖一圈。

出于对疫情防控的需要，当天参与活动

的 110 位浙大医学人分成了多个批次，在不

同时间地点开跑。

中午 11 点 50 分，由第一批师生组成的

三支小分队在三条线路的起点集合完毕；十

分钟后，浙江大学党委常委、医学院常务副院

长李晓明打响悦跑发令枪。

周梁茗旻是浙大医学院基础医学专业的

大一新生，纯真的她笑说，一听到“110”这个

数字，一种历史的厚重感就扑面而来。她为医

学院 110 年的光辉历史而骄傲。“同时，跑步

的形式也激起了我对于运动的热爱，未来希

望我能做到努力学习、潜心科研、兼顾锻炼。”

周同学认为，包括她在内的所有浙大医

学生们在医学院学习时，收获的不只是书本

知识，还有更高效的学习方法和更创新的学

术思维。她最想送出的祝福是：“110岁的医

学院风华正茂，祝年年桃李，岁岁芬芳！”

在浙大医学院附属邵逸夫医院工作的普

外科医生俞一尘也特意赶到母校，参与此次

健康悦跑活动。他于 2001 年进入浙大医学

院学习，在此度过了难忘的10年求学生涯。

“在母校读书的十年时间是我人生中成

长最迅速的十年，医学梦想也是在这里生根

发芽；从母校毕业后的11年我也一路见证了

学院的蓬勃发展和辉煌成就。在此庆贺学院

百十华诞，祝愿学院继往开来、人才辈出、枝

繁叶茂。”俞一尘深情地说。

沿途跑过多个校园地标
与浙大精神紧密结合

1-1路线的打卡点是求是大讲堂。今年恰逢浙江

大学 125 周年，紫金港校区最重要的新地标之一便是

按求是书院旧址的风格建造的具有求是书院文化元素

建筑群。建筑群由求是大讲堂、铜门楼及众多接待厅、

会议厅组成。中间的求是大讲堂是整个建筑群的主

体，采用中国古代传统的歇山建筑形式。西迁接待厅、

会议厅和校史陈列馆则以园林院落的风格组合在一

起。整体设计体现了主殿、厢房和廊道的古建筑特征，

结合自然地形和水系，形成当今的“求是书院”。

此次活动将第一条路线的打卡点设置在求是大讲

堂蕴含深意。

求是书院是浙江大学的前身，如今的求是书院文

化元素建筑群不仅是校园内独特的人文景观，而且是

传承浙大精神文化的重要载体。以此作为打卡点，展

现浙大医学人在前行中始终牢记“海纳江河 启真厚

德 开物前民 树我邦国”的浙大精神，恪守“求是创新”

校训，与学校发展同频共振，同时，也为学校 125 周岁

深情献礼。

2-1 路线走的是迪臣南路，其中“迪臣”二字正是

清末杭州知府林启先生的字。林启于 1897 年创办了

求是书院，之后又创办蚕学馆（现浙江理工大学）、养正

书塾（现杭州第四中学和杭州高级中学）等新式学堂，

开创浙江近代教育之先河。迪臣路边共种植了100棵

香樟树，取“十年树木，百年树人”之寓意。

浙大学子们奔跑在迪臣南路上，就能想到林启开

拓创新、敢为人先的精神，想到他用实际行动努力“开

物前民，树我邦国”，就会从内心深处迸发出一种积极

上进的念头，努力为国家富强、民族复兴、人民幸福贡

献自己的力量。

古今名人像伫立于路旁
他们的精神一直陪伴着学子们

3-0路线所经站点包括月牙楼、竺可桢像、钱三强

像、李时珍像、韩清泉像、王季午像、无语良师碑等。

月牙楼，北邻紫金港北山，南接启真湖，集山水之

灵性，其外形别具一格，北高南低，由北向南倾斜。楼

内有浙江大学校史馆，展览共分“求是溯源、探求崛起、

调整发展、争创一流”四个部分，以 550 余幅照片、120

多件校史文物真实生动地再现了浙江大学沧桑而绚烂

的百年发展历程。

月牙楼前侧屹立着竺可桢铜像，竺校长手拄拐杖，

凝视前方，儒雅之中展露出无限豪气。这位浙大历史

上最伟大的老校长之一，是我国近代科学家、教育家的

一面旗帜，气象学界、地理学界的一代宗师。后辈学子

们在此瞻仰先生风采的同时，都不禁会在心中自问校

长提出的两个问题：第一，到浙大来做什么？第二，将

来毕业后做什么样的人？

除竺可桢像外，其他古今名人像前都可见浙大医

学人的身影，他们或静立、或沉思、或敬拜，与先辈先贤

们神思交会。追忆往昔艰苦岁月，无数医学前辈迎难

而上，筚路蓝缕，上下求索，浙大医学院期望师生们能

从追思中获得感悟，传承清风正气，获得无穷的精神力

量。

“这些名人雕像好像有了温度，他们的精神一直在

浙大陪伴着我们。作为医学生，无论是李时珍尝百草

的坚忍与无私，还是华佗钻研医术不求仕途的无私大

爱，都深深触动了我。我也希望可以通过在浙大医学

院的学习，未来为我国基础医学的发展尽绵薄之力。”

周梁茗旻说。

许多医学师生都会选择在无语良师碑前留影纪

念。“无语良师”是医学界对志愿捐献遗体者的最高称

谓，是所有医学生走出校门、走向医生岗位的启蒙者。

以无语良师碑作为第三条路线的最后一个打卡

点，蕴含着浙大医学院的良苦用心。这些无语良师作

为医学院不可分割的一分子，让医学生们在接触解剖

课程的同时，学会心怀感恩，更学会尊重生命，敬畏生

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