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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接私私活活，，医医生生可可以以说说走走就就走走
我省出台医师多点执业新办法，推行好还得打破“单位人”身份

本报青岛2月1日讯（半岛都市报记
者 魏海洋） 2月1日，卓越早教网联
手青岛市教育局打造早教人才智库，首
批聘请10位早教专家入驻。随后将有更
多的专家加入智库，为家长育儿“指点
迷津”。另外，卓越早教APP也将于今年
6月上线，届时岛城的家长们可实现全
媒体点击，了解最新早教知识。

2月1日上午，青岛早教人才智库启
动仪式在市直机关会议中心举行，卓越
早教网和青岛市教育局签署了战略合
作协议。青岛市教育局副局长周民书
说，青岛市近年来在早教体制机制创
新、网络建设等方面取得显著成效。

“卓越早教网于去年7月26日在市
教育局指导下成立并投入运作，旨在搭
建一个专注探索和服务0～6岁婴幼儿

及家长的公益、普惠平台。定期开展主
题教育活动，指导家长科学育儿，引导
社会形成科学早教氛围。”半岛都市报
社总经理支英珉说，半年来卓越早教网
作为青岛本土首家专业早教网站搭建
起婴幼儿家长与早教专家、早教机构互
动沟通的平台，而这次的人才智库搭建
则是卓越早教网的又一件大事。

现场，首批入驻人才智库的10名专
家受聘，标志着卓越早教网人才智库的
扩容与升级，也标志着岛城家长们可在
卓越早教网享受到一体化、权威的专家
资源。卓越早教网相关负责人表示，人
才智库将越发壮大，而最终目的则是全
面提高岛城家长们的育儿水平，让岛城
的孩子健康成长，进而促进青岛早教水
平的提高。

卓越早教网与青岛市教育局签订战略合作协议

1100位位专专家家受受聘聘入入驻驻早早教教人人才才智智库库

第第十十三三届届山山东东财财经经风风云云榜榜揭揭晓晓
评出十大财经风云人物、服务品牌和最具成长力品牌三奖项

本报讯 1月30日，由大众报业集
团主办、经济导报社和山东财经大学联
合承办的“山东势力·第十三届（2015）
山东财经风云榜”在济南揭晓。经过严
格评审，山东十大财经风云人物、服务
品牌和最具成长力品牌奖项各归其主。

山东玉皇化工（集团）有限公司
董事长王金书，山东香驰控股有限公
司董事长刘连民，新华人寿保险股份
有限公司山东分公司总经理刘崇松，
浙江澳林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林
祈倡，山东电盾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
袁国梁，山东国晟中融宝信息技术有
限公司总裁刘金鑫，青岛中科华联新
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郅立鹏，山
东麦琪食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孙秀
才，山东连城置业有限公司董事长陆

建林，山东智衡减振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总经理高永刚荣膺“2015山东十大
财经风云人物”称号。

山东新金融产业园、青岛银行济南
分行等10家企业（单位）被评为“2015山
东十大服务品牌”。

“2015山东十大最具成长力品牌”
为本届新设奖项，山东鼎龙民俗文化传
播有限公司、山东民悦商贸股份有限公
司等10家企业获此殊荣。

山东财经风云榜是山东省发起最
早、级别最高、影响力最广泛的财经盛
事。本届的评选从2015年10月中旬启
动，得到了社会各界的积极响应。后经
初选、入围和评审3个阶段的激烈角逐，
最终排定榜单。

本报记者

2月1日，《山东省医师多点执业实施办法（试行）》正式实施。据悉，自2011年
起我省就启动了医师多点执业试点，这项制度可以提高医师资源利用效率、缓
解看病难，但该政策试点多年，仍有些“叫好不叫座”。

新政：医生不用征得“老东家”同意

2月1日，《山东省医师多点执业实施办
法（试行）》正式实施，省城某大医院专家苏
凯（化名）坦言，原本多点执业的一些政策
实际“吓退”了一些想多点执业的医生，“现
在新办法规定只要履行报备手续，可能会
好一些。”

相比之前多点执业的要求，新办法做
出了更加具体的规定。要申请多点执业，医
生需具备以下条件：取得医师执业证书，具
有中级或以上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从
事同一专业工作满5年；能够完成第一执业
地点医疗机构的工作；最近连续两个周期
的医师定期考核无不合格记录等。

办法还明确，在公立医院担任院级领
导职务的，一般不能从事其他形式的多点
执业。

对申请多点执业的流程，办法也进
行了具体规定。首先，想多点执业的医
师要与拟多点执业医疗机构签订聘用协
议，应约定执业期限、时间安排、工作任
务、医疗责任等。然后，拟多点执业的医
师应当向第一执业地点报送多点执业协
议副本，履行知情报备手续。之后，便可
向拟多点执业医疗机构的医师注册主管
卫生计生行政部门申请注册。注册完成
后，医师就可以多点执业了。

现状：有的医生更愿私下“走穴”

“多点执业喊了好多年了，但说实话，
并没有很好地落地，我们是很期盼着能更
好落地的。”济南市一家民营医院院长赵先
生说，目前民营医院大都存在人才难找的
困窘。“有些民营医院内甚至只有几个有医
师资格证的大夫。”

同时期盼医生多点执业政策落地的还
有农村地区的农民，他们平时想看个专家，
还得跑到城里甚至济南。

早在2011年，我省正式启动医师多点
执业试点。最初在潍坊、东营市实行，随后
范围扩大到全省。然而试点进行数年，多点

执业仍有些“叫好不叫座”。
据了解，从试点启动以来，我省仅有几百

名医生申请多点执业，且其中很多并不是完
全意义上的多点执业，因为大部分是离退休
医生，或在同一医疗集团内不同单位执业，或
者是到对口合作医疗机构执业等。

与此同时，大多数医生则热衷于私下
“走穴”。“医院不会发自内心地支持医师多
点执业，我们干吗触那个霉头，还不如私下
做点私活。”苏凯介绍，他们宁愿暗地“走
穴”，也不愿去注册多点执业，“单位不高兴
了，自己也不好过。”

医院不想放人，医生也不愿公开多点执业

“院方承担了医生的社会保险、工
资和其他福利，医生就应该全心全意为
本院服务。”面对国家新政策，一些大医
院的负责人态度有些“暧昧”。

“大夫哪怕只用20%的时间和精力
为别的医院服务，我也觉得不划算。”一
家公立医院负责人表示，公立医院为医
生们的科研、人才培养等投入了大量的
财力物力。培养出了专家，却让别人受
益。且把专家放出去，也有可能分流患
者。

“其实，有时候想让我们多点执业，
我们也没时间。”一位大医院的专家表
示，“在现在的体制下，医生的名气还需
要借助于医院的平台。离开了原来所在

的大医院，专家的名气可能就没那么大
了，其他医院也不会那么积极邀请了。”

对此，山大公共卫生学院教授徐凌
忠表示，如果不改变“单位人”或“体制
内人”的培养模式，医院不愿放人，医生
也不愿光明正大地注册多点执业。

对于可能发生的医疗事故等，新
办法规定，申请人与拟多点执业医疗
机构签订聘用协议，应约定医疗责任
等。医师多点执业过程中发生的医疗
损害或纠纷，由发生医疗损害或纠纷
的当事医疗机构和医师按照有关法
律法规处理，其他非当事医疗机构均
不承担相关的医疗损害或纠纷处理
责任。

一名乡村医生一天要看400名患者。若医师多点执业政策落实到位，普通农民
也更容易在家门口看上名医。 (资料片) 本报记者 陈文进 摄

本报记者 李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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