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不断超越，
奋力书写浙江顶级医院发展的璀璨诗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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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7 年秋，当第一缕晨光穿透薄雾，一位年富

力强的青年风尘仆仆，从贵州贵阳几经辗转来到浙

江杭州。他站在略显荒芜的田家园，面对两幢破旧

的民房，眼中闪烁着梦想与希望。

青年此行受浙江大学竺可桢校长之邀，出任浙

大医院（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前身）首任院

长。彼时资金短缺、物资匮乏、社会动荡⋯⋯小小的

“弄堂医院”却怀揣光荣与梦想，立志成为“南方协

和”，全心全意守护人民生命健康。

77 载岁月更迭，在战火纷飞中诞生，在国家建

设中奉献，在改革开放中跨越，在争创一流中奋进。

浙大一院如今已成为布局七大院区、开放床位

5000余张、职工逾万人的医疗“航母”。

世间一切伟大壮举总是默默完成，世间一切智者

皆为深谋远虑。是什么力量，让她穿越时空，照亮未

来？又是什么精神，让她不断超越自己，奋力书写浙

江顶级医院发展的璀璨诗篇？追本溯源，她这样一笔

一划书写中国医疗卫生事业发展的“浙一答卷”。

77年前一名青年来到杭州创建了一家占地仅三亩八分的医院

如今拥有七大院区、五千床位和万余职工

浙大一院：医疗“航母”，驶向新蓝海
本报记者 孙燕 通讯员 王蕊 江晨 钱冰冰

开创“南方协和”

开头那名不远千里来到杭州的青年名叫王季

午，出生在苏州城东的一个书香门第，由于从小天资

聪颖加上踏实勤奋，提前读完了医学预科课程，顺利

考入北平协和医学院。

完成 5 年的医学课程从协和毕业后，王季午获

得了美国州立大学医学博士学位，留校任教，后来被

协和聘任为住院总医师，成为了当时最年轻的住院

总医师。

1940年王季午在美国吐兰大学进修热带病学，

在抗日战争最艰苦的时期，他毅然回国，历尽艰辛来

到抗战大后方贵阳。1941年到1946年在贵阳医学

院执教。

贵阳医学院是北平协和医学院热带病学专家李宗

恩筹办并创立的，多位“协和人”曾在那里执教行医，因

严谨治学、办得有声有色，享有“小协和”的美誉。

彼时，浙江大学师生在竺可桢校长的带领下西

迁，并于1940年抵达贵州，坚持办学七年。

“要把浙江大学办成综合性大学，就必须有医学

院，而且在文、理学院的基础上，办医学院更为理

想。”初心不与年俱老，奋斗永似少年时，竺可桢校长

接受其好友著名医学教育家林可胜和李宗恩教授

(均为北平协和医学院的院长)的建议，决心依托浙

大理学院的雄厚实力办医预科，建立一所协和式的

一流医学院。

大不自多，海纳江河。1945 年底，竺可桢邀请

李宗恩为浙江大学医学院组建筹备小组，担任浙大

医学院院长。李宗恩因受聘为北京协和医学院院长

并主持协和复校工作，因此，推荐王季午教授主持浙

大医学院的筹备工作。

三个月后，竺可桢在遵义约请了时任贵阳医学

院教务长的王季午，商谈浙大拟设立医学院的计划，

并诚挚邀请其担任首任院长。

王季午来到了杭州即着手改建两幢民房，将其

中一幢作为医院，另一幢作为职工宿舍，方便随时抢

救患者。

1947年11月1日，浙大医院就在杭州直大方伯

田家园开院应诊了。作为浙江大学创建的首家附属

医院，它仅占地三亩八分，拥有 65 张床位，66 名员

工，开启了打造“南方协和”的征途。

“当时在医疗条件比较简陋的杭州市，新添了一

所医务人员比较齐全、医疗设备比较先进的医院，受

到了社会各界人士的赞赏和病家的由衷欢迎。”王季

午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

作为首任院长，我国传染病学泰斗王季午建院

之初言传身教，不辱使命，秉承求是学风，以科学的

理念管理医院，培育学术氛围，使“严谨求实”成为医

院深厚底蕴中最基本、最核心的文化基因和元素，贯

穿医院整个历程，文化血脉一直延续，内涵日臻丰

富，对医院的发展影响深广。在他的倡导下，建院之

初的浙大医院病历便全用英文书写。

建设国家医学中心

这段开创“南方协和”的历史，如今也被装进浙

大一院庆春院区17号楼的院史馆中。

院史馆一部分主要是创业篇章，另一部分为发

展篇章。馆内陈列着一张张珍贵的历史照片和一件

件实物，比如建院当天的职工大合影、建院之初的大

门、王季午先生在小八千卷楼办公的场景重现，还配

有智能设备，全景式地展现了浙大一院发展壮大的

历史进程。

时间是忠诚的记录者，也是伟大的书写者。馆

内记录着浙一人在医学发展史上创造的一个又一个

高光时刻：1952 年首次证实我国钩端螺旋体病流

行，1959年国内外首次提出骨髓检查对恶性组织细

胞病生前诊断的重要价值,l977 年开展全省首例同

种异体肾移植,1986年全国率先开展人工肝支持系

统诊治重症肝炎，1996年开展亚洲首例有晶体眼人

工晶体植入术，2017 年以 H7N9 禽流感为代表的新

发传染病防治体系重大创新和技术突破，再到2019

年全球首创化疗后联合自体小肠移植胰腺癌根治

术，2020 年全球首例多米诺肝移植联合小肠移植、

全球首两例老年新冠肺移植⋯⋯近年来首创 70 余

项全球领先技术，牢牢守住人民健康的防护线。

这家医院的底蕴还有家国情怀，在院史馆二楼

拐角处，一段关于浙大一院为终末期肝病患儿提供

免费救治的“小黄人”公益项目的介绍，让不少人驻

足停留。

2019 年 8 月，这个项目正式启动，依托医院国

际顶尖的移植团队，累计为全国 27 个省、市、自治

区，近 400 个县近千名贫困患儿实施免费肝移植手

术，荣获中国慈善榜“年度慈善项目”称号。

如今，医院驶入高质量发展的快车道，院史也在

续写精彩。成为国家医学中心建设单位、全国公立

医院高质量发展试点单位、国家传染病医学中心、综

合类别国家区域医疗中心牵头单位，矢志成为医疗

卫生事业创新发展的引领者、公立医院深化改革和

高质量发展的示范者，为全面推进卫生健康现代化

建设贡献“浙一力量”。

破解未竞之题

浙大一院如今打造器官移植、感染病两大全球

引领学科，拓展 28 个国家临床重点专科集群优势。

面向肿瘤、心脑血管、神经、泌尿等领域重大疾病救

治，建设高水平专病中心18个。不仅是国内开展大

器官移植门类最齐全的医学中心之一，还持续迭代

器官移植、感染重症一体化救治等10大引领技术体

系，开展全面改善医疗服务十项行动，创新构建全病

程MDT（多学科联合诊疗）“浙一模式”。

院史馆内触摸历史，也激扬未来。医院不仅

实现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医药卫生行业、教育行

业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特等奖“零的突破”，还多

次获得国家科技进步奖和省部级科技奖励，打造

开放共享的高能级科研平台体系；在战略性、全局

性、基础性科技问题攻关上，集中力量开展“临门

一脚”和“卡脖子”关键核心技术攻关，运用新质生

产力推动科学研究范式变革；承担着浙江大学临

床医学本科课程的主要教学与实习基地任务，有

41 名终身教授、百余位博士生导师，每年培养大量

优秀医学人才；响应数字化改革浪潮，持续改善患

者就医体验，形成了“急救一体化”“就医一站式”

“全院一张床”等应用场景；聚焦优质医疗资源扩

容和区域均衡布局，推进国家区域医疗中心项目

建设，稳步提升医疗服务辐射能力。

2024 年 1 月，国家卫生健康委发布 2022 年度

全国三级公立医院绩效考核结果，在参评的1414家

三级公立综合医院中，浙大一院排名全国第2。

院史馆的最后，“创新向未来”几个大字蓬勃欲

出。远在杭城的东西两翼，浙大一院总部二期工程

以及浙江省公共卫生临床中心工程（浙大一院钱塘

院区）正如火如荼建设中。

77 年前奔赴杭州创建医院的那个青年，面对

“浙一人”的这份答卷，不知是否会感到满意，而有关

浙大一院的精彩故事当然未完待续。

浙大一院院史馆开放时间为周一到周五上午

9:00~下午 4:30，院外单位/人员参观需要提前预

约，而后由医院工作人员陪同参观，联系电话：

0571-872366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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