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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第三卷)

《山东省医学科学院志》第三卷纂修付梓，是山东省医学科学院

历史发展进程中，承前启后、继往开来之大事，亦为有益当今、惠及后

世之喜事。 《院志》第三卷延衍《院志》第一、二卷题义和精髓，用历

史唯物主义观点和方法总结省医科院过去五年发展的历史，资料真实丰

富，分类恰当，内容翔实确凿，思想性、科学性、资料性兼而有之，是
一部朴实、严谨、科学的志书。今年恰是我院成立50周年的大庆之年，

院志第三卷的出版是献给院庆的一份厚礼。

《院志》第三卷自始至终坚持以邓小平理论、 “三个代表"重要思

想和科学发展观为指导，真实反映了2003年8月至2008年8月间我院认真

贯彻落实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开拓进取、拼搏奋斗、干事创业的工

作历程，从机构发展、医学科研、临床医疗、疾病控制、医学教育、产

业与科技开发、对外合作、队伍建设、基建和后勤保障以及领导管理等

诸多方面，真实地记录了我院改革发展中的事件、活动、进程和历史轨

迹，浓墨重彩地记述了省医科院的特色特点、优势条件、发展成就和成

功经验。五年来，我院按照中央、省委的决策部署，抢抓机遇、创新开

拓，坚持正确的指导思想和工作思路，以重点工作的突破带动全局，充

分调动干部职工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事业发展的步伐快速有力，社会形

象和综合实力迈上新台阶。前有所稽，后有所鉴。 《院志》第三卷的编

纂刊行，对于我们进一步认清院情，准确把握和运用客观规律，推动省

医科院各项工作更好更快发展，应有裨益。

纂修《院志》第三卷是一项综合性系统工程。搜集浩如烟海的事

实资料，调查研究各项工作的始末，尤其是详尽记述历史诸事和现时状

况，足见其辛苦所在、困难所系。它的成书和出版，．是全体纂修人员辛
勤劳动的成果，也是全院各单位、各部门通力合作的结果。在纂修过程

中，各单位、各部门的同志们提供了大量的资料，并在各方面给予了很

大的支持。在《院志》第三卷出版之时，特向为修志而辛勤劳动、精心

纂修的全体人员表示衷心感谢!向积极为院志提供资料和支持的单位、

部门的同志们表示衷心感谢!因时间仓促，很可能有疏漏或错误之处，

望读者补充斧正。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回望五十年历史，医科院人在为之荣耀、为之鼓舞的同时，更多

的是对未来蓝图的描绘和对未来责任的思考。五十年院庆是省医科院向

全国知名的综合性医学科研机构迈进过程中的加油站和里程碑。我们衷

心希望全院干部职工牢记光荣传统和肩负的责任，鼓起更大的勇气和干

劲，再接再励，在省委、省政府的坚强领导下，在历届领导班子和老同

志打下的良好基础上，兢兢业业、顽强拼搏、无私奉献，以新的业绩创

造医科院更加辉煌灿烂的未来!

刘海鹏 韩金祥

2008年9月21日



凡 例

一。本志记述山东省医学科学院的发展历程。

二、本志属地方性科研机构志，设概述．大事记，专志．人物

及附录五部分。

三、概述，浓墨简笔，以钩玄提要式的志体，将全志各部分

概括提炼；大亨记，以编年体的形式，记述山东省医学科学院发生

的重大事件；专志，按机构，党建和人才队伍建设，科学研究、临

床医疗、疾病控制，医学教育、产业与科技开发，合作交流，以及

其它方面工作九个部分，详细地记述省医科院行进的步态与脚印；

人物，收录省医科院院级党政领导人和省医科院做出突出成绩的专

业技术人员【获省(部)级及以上专业技术人才称号的专家、获省

(部)级及以上表彰和荣誉称号的人员．获国家级科技奖励一等奖

前5位、二等奖前4位、三等奖前3位人员；获省(部)级科技奖励

一等奖前3位人员；硕士研究生导师并获省(部)级科技奖励二等

奖、三等奖的首位人员；承担两项(含)以上国家级项目的首位人

员】。

四、本志以志为主，采用记述体。

五．本志为山东省医学科学院志第三卷，上至2003年8月，下

至2008年8月。

六．地点，机构名称均按当时称谓书写，机构名称第一次出现

用全称，以后出现用简称。

七、人名，除引文外，一律直书其名。

八、文件，一般用全称，个别冠以文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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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述
概况 山东省医学科学院(简称省

医科院)始建于1958年，1962年缩编

为山东省医学科学研究所。1978年全国

科学大会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相继召

开，迎来了科学技术大发展的春天，山

东省的科技事业也发生巨大变化。为了

加强全省医学科学研究工作，提高医学

科学技术水平，1981年省政府决定：以

省医科所为基础组建山东省医学科学院，

为省政府直属的厅局级事业单位。经过

二十余年的发展，省医科院已经成为集

科研、医疗，防治、教育、科技支撑与

服务于一体的、全省最大的综合性医学

科研机构，无论是规模、实力，还是创

新能力都居全国省市医学科研机构前列。

截至2008年8月，省医科院共有在

职职工2260人，其中专业技术人员1999

人，高级专业技术人员657人(正高级

216人，副高级441人)，中级695人。

另有离退休职工712人。

省医科院下属13个专业研究单位、8

所医院和两所本科学院及股份制事业单位

山东省药物研究院。全院已拥有各类专业

技术中心、各级重点实验室和重点学科、

泰山学者岗位和博士后工作站等38个；

现有两个本科专业、20个硕士学位授权

学科和7个联合博士授权学科；还有两个

国家医疗救治基地。

上述省医科院下属单位分别位于济南

市、青岛市和济宁市，总占地面积556亩。

2003年至2007年，全院共投入

6733万元购置万元以上科研仪器设备

339台(件)，改善科研办公条件；投入

1．25亿元购置万元以上医疗设备454台

(件)。截至2007年底，全院净资产总额

13．06亿元，其中固定资产9．87亿元。

思路和举措 近五年是医科院历史

上发展最好最快的时期之一。2003年，

省委召开工作会议，作出进一步解放思

想、凝聚力量、干事创业、加快发展的

战略部署，确定了“一二三四五六”的

工作思路和目标，山东的经济社会发展

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院党委敏锐地抓

住这一重大发展机遇，努力把省委、省

政府的决策与医科院的实际相结合，及

时研究分析医科院发展的方向和任务，

召开了一系列重要会议，提高认识，统

一思想，增强开拓创新、干事创业的积

极性和主动性。6月，在全院贯彻省委工

作会议精神的会议上，党委书记刘海鹏

提出，要抓住解放思想这个核心，以改

革的精神解决发展中的问题，牢固树立

市场观念、发展观念、机遇观念、改革

观念，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围绕

重点工作想大事、干大事，以重点工作

的突破带动全局，推动医科院事业全面

协调发展。为凝聚力量，充分调动全院

干部职工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会议明确

了一系列保障措施，如，进一步完善机

制，建设干事创业的干部队伍；推行岗



述

位责任制，深化人事制度改革；建立激

励机制，深化分配制度改革；建章立制，

深化管理制度改革等。10月，院长韩金

祥在全院处以上领导干部会议上提出，

要营造学术氛围和竞争氛围，进一步提

升学术水平和创新能力，促进各项工作

加快发展。这些重要的会议精神在以后

的工作实践中得到丰富和完善，为医科

院的发展构建起基本的理论框架和思想

基础，逐步形成指导医科院在新形势下

更好开展工作的基本指导思想和工作思

路。2004年，省医科院第一次党代会隆

重举行，会议围绕求真务实、与时俱进，

努力开创医科院事业发展新局面的主题，

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进

一步系统阐述了医科院发展的指导思想

和工作思路，科学回答了站在新的发展

平台上，如何立足现实，放眼未来，凝

聚力量，实现事业发展新目标等重大问

题。大会确定的“提升学术、做强医疗、

拓宽防治、做大教育、突破产业”的工

作思路，为医科院的发展规划了正确的

道路，指明了努力的方向。

围绕院第一次党代会确定的任务和

目标，全院上下解放思想、干事创业，

各项工作都明确了具体措施。科研工作

要努力营造竞争氛围和学术氛围，抓大

抓高，进一步提升创新能力和学术水平；

医疗工作要在现有基础上做大做强，成

为发展的核心竞争力之一；防治工作要

巩固已经取得的成果，扩大防治领域，

积极争取新的项目；教育工作要围绕做

大狠下功夫，逐步建立本硕博一体化完

整的教育体系；产业工作要取得突破，

成为长远可持续发展的新的动力和保障。

几年来，各个阶段的工作重点虽有侧重，

但是院第一次党代会确定的指导思想和

工作思路得到坚定不移的贯彻落实，全

院各项工作始终保持快速稳定的良好发

展态势。

2006年，根据国家、省“十一五”

规划和((山东省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

规划纲要》，以院第一次党代会确定的指

导思想和工作思路为基础，制定了医科

院“十一五”事业发展总体规划。规划

突出与国家、省科技发展决策和部署相

衔接，立足自身优势，围绕全面提高自

主创新能力，明确了各项工作的重点和

努力方向，把院第一次党代会确定的目

标任务落到实处，变成具体步骤，为今

后的发展指明了道路。

经过持之以恒的不懈努力，医科院

在不断赢得发展新优势的基础上，进一

步开创了发展的新局面，各项工作不断

取得新的跨越。

人才建设 依托重大科研项目、重

点学科，加强科研、医疗、防治、科技

开发、科技咨询平台建设，为各类人才

成长提供良好条件，培养造就一批相关

领域的高层次人才和领军人物。2004年

后，每年引进博士硕士学历人员50名以

上。2003年，全院博士学历人员36人、

硕士156人，到2008年8月，博士学历

人员达到100人，硕士371人。目前，

该院拥有中国工程院院士1人、新世纪

百千万人才工程国家级人选1人、国家

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1人、省部有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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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贡献中青年专家6人、泰山学者特聘 营造竞争氛围和学术氛围，按照该院《(科

专家(教授)2人、省卫生系统杰出学科

带头人7人、省卫生系统中青年重点科

技人才11人，有55位专家享受政府特

贴，3人被中央组织部确定为中央直接联

系的高级专家。

医学科研 围绕生物技术、新药研

究、重大疾病控制的新技术、新方法研

究，认真做好国家级高层次科研项目的

争取工作。2003年以来，全院共承担国

家级项目61项，省部级科研项目136项，

新上项目的数量和质量均达到了历史最

好水平。2004年以来，年争取科研经费

总额保持在1000万元以上。2007年达到

2312万元，创建院以来的历史新高。在

承担国家级高层次科研项目的基础上，

省医科院同时加强了重点学科、创新团

队和科研基础条件建设。省医科院已拥

有省部共建国家重点实验室培育基地1

个，卫生部重点实验室1个，省重点实

验室5个，其中有2个省重点扶持的重

点实验室；省医药卫生重点学科7个、

重点实验室3个；泰山学者岗位4个、

博士后科研工作站1个。同时，在全院

范围内评选出10个省医科院重点学科和

6个特色专科并给予重点扶持。这些措施

进一步促进了科研学术水平和整体竞争

力的提高。

2003年以来，全院共获得各级科技

奖励208项，其中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1

项、省科学技术最高奖1项、省技术发

明奖一等奖1项、省科技进步一等奖5项，

取得自2003年以来连续5年共获6项省

科技奖励一等奖的优异成绩。为进一步

技发展奖励基金管理办法》，对国家级科

研项目、科技论文(SCl)、新药证书、发

明专利获得(发表)者以及获科技奖的科

技人员给予重奖。2004年以来，年发放

奖金总额都在百万元以上，2008年达到

了422万元。

临床医疗 省医科院坚持以病人为

中心、以质量为核心，依托科研实力，

努力开发新技术、新方法，创造培育特

色项目，拓宽服务领域，不断提高专科

技术水平和专科医院的实力。2003年以

来，所属各医院门诊量、住院人数、手

术量、医疗收入等指标逐年大幅度增

长。2003年～2007年，全院门诊人数

134万人次，住院人数9．24万人次，住

院手术人数4．27万人次；医疗收入总计

19．08亿元。该院为做强医疗工作，采取

了一系列有效措施。2003年，在济南建

立了山东省眼科医院，扩大了优势学科

的辐射范围。2004年，省劳动卫生职业

病防治研究所与省石油化学职业病防治

研究所合并，组建省职业卫生与职业病

防治研究院，成立了省职业病医院，巩

固了在全省职业病临床领域的领先地位。

2006年，省建筑医院划转省医科院管理，

同时与原医科院附属医院合并，组建了

新的附属医院。这些具有前瞻性的重大

举措，使医科院在临床专科领域的底蕴

和实力进一步增强。

疾病防治 按照科技兴防、巩固提

高的方针，在确保已被基本消灭的黑热

病、丝虫病、疟疾、麻风病等四大疾病

不出现任何反弹的基础上，扩大防治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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