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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5日，教育部印发通知，制定发布
《服务健康事业和健康产业人才培养引导
性专业指南》，设置5个新医科人才培养引
导性专业，供有关高等学校在增设新医科
专业中参考。

这5个专业分别是医疗器械与装备工
程、老年医学与健康、健康与医疗保障、药
物经济与管理、生物医药数据科学。

新专业的设置意味着什么？将对医
学人才培养带来哪些改变？学校、师生
有何期待与诉求？记者就此进行了采
访。

新在何处？“交叉融合”是共性特征

多位专家认为，5个专业的增设均是
为了对接国家重大需求，服务健康事业和
健康产业发展新态势，其共性特征，突出
体现为“交叉融合”。

“新设专业以科技发展和职业需求为
导向，通过深化医工、医理、医文学科交叉
融合的教育改革开展人才培养，服务人民
健康的现实意义十分鲜明。”武汉大学基
础医学院副院长乐江介绍，“我国大健康
产业市场规模巨大，产业迭代升级迅速。
在人口老龄化、医疗服务需求个性化的今
天，社会急需培养更多复合型医学人才。

医疗器械与装备工程、生物医药数据科学
属于国家急需的战略新兴专业，目前专业
人才紧缺；随着慢性病和退行性疾病患者
规模不断扩大，老年医学与健康、健康与
医疗保障、药物经济与管理等领域的复合
型人才需求也将不断增加。新增专业紧
贴行业产业发展脉搏，科学研判行业产业
发展需求，很有前瞻性。”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
授赵世奎认为，5个新设专业，“顺应了健
康事业和健康产业信息化、数字化、智能
化的新发展态势，促进了教育链与人才
链、产业链、创新链的深度融合、有机衔
接”，不仅明确了知识、理论、技术、能力等
方面的培养目标，也明确了人才培养具体
面向的行业产业领域。

从课程设置上看，5 个新设专业均
属于“交叉融合”：医疗器械与装备工程
专业属于医工交叉，生物医药数据科学
属于医理信交叉，老年医学与健康、健
康与医疗保障、药物经济与管理属于医
理文交叉。“新增专业充分体现了面向
世界科技前沿、面向经济主战场、面向
国家重大需求、面向人民生命健康的战
略方向，职业发展前景值得期待。”乐江
表示。

如何推进？避免专业培养“拼盘化”

从事老年医学事业多年，北京大学第
一医院老年病内科主任医师刘梅林十分
关心老年医学人才培养。

“由于老年人心血管疾病、肿瘤、骨质
疏松、阿尔茨海默病等常见疾病多层叠加，
多种药物联用，诊疗矛盾突出，因此，必须
重视预防保健、医疗服务、健康管理、医养
结合、康复护理和长期照护等新体系的构
建，重视交叉复合型人才的培养。”刘梅林
对新增的老年医学与健康专业充满期待，

“老年医学与健康是研究老年人群健康的
科学，涉及老年人生理、心理以及医疗支
持、社会保障维护等方面。课程设计很关
键，建议充分考虑老年人群的需求，为社会
培养真正适用的老年医学专业人才。”

北京中医药大学毕业生孙志鹏发现，
这些新设专业的主干课程设计与他所学中
医内科学专业有很大不同：“很多新设专业
还融入了工学、理学和管理学，跟单纯的医
学专业相关课程相比，内容更广泛。”

专家们提及，近年来，我国高校医学
专业经历了一系列调整。截至2022年，新
一轮医学门类学科专业目录修订完成，最初

下设基础医学、临床医学、公共卫生与预防
医学、中医、中西医结合、药学6个一级学
科，而后依次增设了口腔医学、中药学、特种
医学、医学技术和护理学5个一级学科。

“此次引导性专业的设置，拓展了学
科专业动态调整的空间，是学科专业目录
管理的重大创新。”赵世奎介绍。

对于新设专业如何落到实处、有哪些
事项需注意，赵世奎表示，高校的学科专业
和培养模式是长期积累的产物，具有很强
的历史惯性，动态调整势必会受到高校、院
系、教师局部利益和传统观念的掣肘。

“在主干学科上，医疗器械与装备工
程专业包括基础医学、临床医学、医学物
理学、生物学、工程学；老年医学与健康包
括临床医学、药学、心理学……这5个引导
性专业均包括3个以上主干学科，其中不
乏‘大跨度’交叉，需要打破传统的单一学
科、单一学院（学部、系）人才培养的边界，
也需要在招生、评价、师资队伍等方面作
出深刻调整。”赵世奎说，“如何引导不同
群体处理好整体利益和局部利益的关系、
长远利益和短期利益的关系，确保人才培
养走深走实，避免专业培养‘拼盘化’，是
引导性专业发展将面对的挑战。”

据1月10日《光明日报》

教育部印发通知

增设5个新医科专业，服务健康产业发展

新华社北京1月9日电（记者 白阳）
司法部、中国残疾人联合会日前印发关
于进一步加强残疾人法律服务工作的意
见，明确到 2025 年，要形成覆盖城乡、方
便快捷、优质高效的残疾人法律服务网
络，残疾人法律服务的精准性、有效性显
著增强，服务质量明显提高，残疾人平等
享有基本公共法律服务的权利得到更好
实现。

意见就进一步配强残疾人法律服务
力量、丰富残疾人法律服务内容和方式、
有效维护残疾人合法权益、促进残疾人
事业全面发展作出部署安排。要求加强
资源整合，进一步配强残疾人法律服务
力量，丰富律师、公证、法律援助、司法鉴
定、法治宣传等方面残疾人法律服务的
内容和方式，不断满足残疾人日益增长
的法律服务需求，助力残疾人共享美好

生活。
意见聚焦当前残疾人最迫切需要的

法律服务，提出11项重点工作任务，包括：
完善残疾人公共法律服务网络、降低残疾
人法律援助门槛、优化残疾人法律援助工
作机制、提高残疾人法律援助质量、开展
助残公益法律服务活动、成立残疾人权益
保障专业委员会、减免残疾人相关法律服
务费用、加强无障碍环境建设、发挥残疾

人法律救助工作的补充作用、落实“谁执
法谁普法”普法责任制、开展残疾人法治
宣传活动等。

意见还提出，各级司法行政机关和
残联要加强协同配合，强化资金保障，
提升残疾人法律服务能力和专业化水
平，及时总结经验、宣传典型，营造全社
会理解、尊重、关心、关爱残疾人的良好
氛围。

两部门印发意见加强残疾人法律服务

▲1月9日，在江苏省兴化
市昭阳湖公园广场，交警和小朋
友进行交通安全情景模拟游戏
互动。

新华社发 周社根 摄

多彩活动迎接中国人民警察节

▶1月9日，在山东省枣庄
市市中区东湖小学，市中区人民
法院司法警察大队的法警向师
生展示擒拿格斗术。

新华社发 孙中喆 摄

近日，多地举办警营开放日、安全宣传进校园等活
动，迎接第四个中国人民警察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