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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莽撞”青年敲开医学大门

赵晓菁出生在上海，出生两周后随父母安家在杭州。读小

学时，由于父母工作忙，赵晓菁被送到上海的舅舅家，由舅舅

和外婆“托管”，在上海读了三年小学，之后再次回到杭州。

1989 年赵晓菁参加高考，报考了当时的上海医科大学（现

复旦大学医学院）。学医的想法可能受到了家庭的影响，“我

父母学微生物学，工作与药物生产相关”。此外，高考前一年

他得了甲肝，第一次对疾病、对医院有了真切的认识。

高考分数公布后没多久，赵晓菁自己坐火车从杭州跑到上

海，找到上海医科大学的招生办公室，推门进去向老师表达了

自己对这所大学的向往。“我说：我第一志愿报考了上海医科

大学，已经上了分数线，希望能录取我。”上海医科大学临床

医学专业这一年在浙江只招 5 人，这一次“莽撞”的敲门是否

影响他的人生道路成了谜团，但赵晓菁就是以这样的个性，踏

入了医学之门。在高校里，赵晓菁每天感受到的是浓厚的学术

氛围、开放的思想碰撞、老师的悉心教导。懵懂青年在这里树

立自己的人生航标，并朝着航标前行。本科毕业后，赵晓菁在

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完成了研究生学业，1996 年分配到上海

胸科医院工作，正式成为一名胸外科医生。

踏上工作岗位后赵晓菁很快发现，外科医学正处在大变革

的关键时刻，刚刚兴起的微创技术大有“风靡”之势，尽快跟上

时代的变化成了他心中最急迫的事。仅仅工作半年，赵晓菁就像

18 岁时一样再次迈出了勇敢的一步：辞职、自费到海外进修。

赵晓菁申请到日本冈山大学医学部进修，这里是当时日本

最重要的肺移植中心之一，他在日本接触到了发达国家一流的

胸外科疾病诊疗理念和微创手术技术。回国后，赵晓菁将肺小

结节诊断理念和胸外科微创手术应用到临床工作中。2004 年，

他成为国内率先使用微创手术技术的胸外科医生之一；2009 年，

他又成为国内率先使用达芬奇机器人做胸外科手术的医生之一。

但今天回想，赵晓菁说，三年的进修给他最大的收获并不

是知识和技术，而是从众多日本医生身上学到的职业精神和专

业态度。“技术日新月异，但人文精神是永远刻在你的骨子里，

是永恒的东西。”当年进修时赵晓菁看到医生们不断从工作中

进行反思和总结，他们对学生严苛、对工作敬业、对患者尽心

尽力。现在赵晓菁对自己的学生、下级医生也很严格。“有时

候要骂人。”他说：“医学这个行业不能开玩笑，我如果对下

级医生不严格要求，他是会害人的。”

用行动诠释上海精神

熟悉赵晓菁的人会发现，生活里总是“哈哈哈”大笑、喜

欢下厨烧菜的赵医生，内心却是个严肃，甚至有些刻板、不容

许“捣糨糊”的人。赵医生心中的“上海精神”第一条就是讲

规则，而他自己也是用讲诚信、讲规则的方式来不断优化诊疗，

让更多患者得到最恰当的治疗。

赵晓菁这些年在科室推行的“精准预约”就诊机制，就是

基于诚信与规则。由于优质医疗资源集中在大城市大医院，国

内大医院中长期存在专家号一号难求的问题。这背后有多种原

因。比如基层医疗力量薄弱，患者总觉得要看名医才放心；比

如各种“打招呼”患者占用了部分医疗资源等等。

“精准预约”试图化解矛盾：医疗团队通过线上预约筛查，

筛选出必须要专家级医生看的患者，然后按照患者病情来决定

诊疗优先级别；对于病情不需要专家级医生的患者，预约平台

做好咨询和建议，让这部分病人有序分流到恰当的医疗机构就

诊。“精准预约”推行后，赵晓菁的专家门诊原本一天超过

120 位患者被压缩到 40-50 人，他们的病情如果需要住院进一

步治疗，就会更快地得到安排，医患之间的沟通时间也得到增加。

病房里，赵医生会拉着刚刚手术康复患者的手，给他们信

心和安慰。离开工作环境，赵医生喜欢过简单的生活。他用行

动去靠近理想中“纯粹的医生”。

“慈菁专项”的诞生与赵晓菁守规则的信念也有关系。十多

年前赵晓菁治疗的一位患者出院后，家属坚持要给赵医生一笔钱

以示感谢。赵晓菁再三告诉家属他不能收，但家属一定要给。最

后，赵晓菁提议：你一定要给，我们就用这笔钱做公益事业，帮

助经济困难的患者获得救治机会。 “慈菁专项基金”迄今已经

在山东临沂市兰陵县、河南安阳市、青海民和自治县、云南曲靖

等多地开展，累计筛查近 14000 人，其中 226 人获得了免费治疗

的机会，还有 1200 多肺结节人群在进一步密切跟踪随访观察中。

到偏远或者贫困地区做筛查，赵晓菁尽量全程参与。除了

做早期肺癌的筛查和治疗，赵晓菁还与同济大学的专家合作，

到曲靖富源和宣威开展环境学与流行病学研究，希望找到当地

肺癌高发的原因，为未来开展肺癌预防提供依据。

上海偏爱每一个坚守自己信念、为正确的目标而奋斗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