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淄博靠什么争夺医疗人才？
记者 樊伟宏

升温与竞逐

新年伊始，包括淄博市妇幼
保健院、山东健康集团淄博医院
等在内的三级医院陆续发布招
聘公告。

较之往年招聘集中在3、4月
份的惯例看，今年的招聘提前了
许多。

“这是一场人才竞争。”在淄
博市妇幼保健院人事科科长张
锋光看来，赶在公开招聘、高层
次紧缺人才招聘等固定动作之
前发力，是医院间心照不宣的默
契。

虽然还未正式开始，但咨询
电话却已经被打爆了。报名者的
踊跃，提振了张锋光的信心。“单
从招聘频次上看，今年医院还将
不断加大。”他说。

比起直接招引，从政策出招
亦是一条不错路径。

2月9日下午，淄博市人社
局、淄博市卫健委齐聚淄博市中
西医结合医院，三方围绕急需紧
缺人才招聘、人才培养、职称评
聘等重点难点工作展开讨论，并
就深化公立医院薪酬制度改革
实施方案，交流了意见。

尤其是最后一项内容，对始
终强调“医院要千方百计对高层
次人才、高技能人才实施补贴及
绩效政策倾斜”的淄博市中西医
结合医院党委书记王军玮而言，
无疑是雪中送炭。

研究并利用好各种政策，才
能在人才引进与薪酬改革工作
中大胆创新，不断优化人力资源
配置和薪酬结构，全面调动医务
人员工作积极性，推动医院高质
量发展。

这是所有医院的共识。
相较前述两家医院，北大医

疗淄博医院的路子则更为直接。
2月7日，淄博市政校企合作

交流座谈会在这里举行。潍坊医
学院党委副书记、院长管英俊，
淄博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党组书记、局长孙宏业等悉数到
场，同行的，还有荣昌制药、山东
华致林医药、山东则正医药等企
业代表。

会上，不仅孙宏业与管英俊
签订了《人才引进合作协议书》，
还有多名潍坊医学院学生与医
院初步达成就业意向。

以上种种，无不显示淄博医
疗领域人才招引正不断提速。

事实上，提速早在去年就已
经开始。“去年仅市主管部门统
一组织的线上线下招聘就有8
次，而往年一般只有3次左右。更
不用说医院自己的合同制招聘，
以及涉及高层次人才的长期招
聘。”淄博市中西医结合医院人
事科科长邹克说。

招引力度增强的直接影响，
是高层次人才的不断扩容。

“我们医院目前有13名博
士。其中，去年至今就来了3名。”
淄博市中医医院人事科科长安
晶告诉记者，相较过去两三年都
招不到一名博士的客观现实，这
样的结果，让她充满信心。

官方数字显示，截至目前，
淄博医疗卫生领域的博士数量
已突破150名。

虹吸与内卷

升温背后，挑战依然存在，
医院间人才流动问题就是其中
之一。

近几年，淄博基础设施建设
迅速完善，考虑到淄博独特的地
理位置，自济青高铁开通之后，
便利的交通优势，令人才流动随
之加快。

这是一把双刃剑，尤其对医
疗卫生领域。

在某市属医院工作的李鑫
(化名)表示，“济南、青岛作为医
疗强市，不乏A++级医疗机构，
而潍坊、滨州等邻市依托本市医
学院校的深厚积淀，实力亦不弱
于淄博。”

“现实问题是，我们希望更
多外地人才来淄博，也要想到本
地人才会不会到人家那边去。”
李鑫说，他所在医院此前仅有一
名博士，但在数年前，这名博士
就已经去了某家省属医院。直到
近几年，医院才重新招引了新博
士加入。

更让李鑫头疼的，是本土行
业的“内卷”问题。

“有很多条件不如淄博的城
市，招引工作却做得很不错。”李
鑫认为，当下淄博各医院应该做
的，是增强实力，提高规模，扩大
影响力，形成合力。

深感“内卷”之痛的不止李
鑫一人，淄博另一家三级医院人
事负责人也给出了相同看法。

“几乎淄博每家三级以上医
院，都有我们医院人的影子。”这
让这位负责人无奈且困惑。他认
为，这样的结果有自己医院的责
任，但问题是随着医疗人员密集
向中心城区靠拢，县域间医疗人
才的平衡问题需要引起重视。

官方数据显示，淄博现有

4800余家医疗机构，其中医院
154家，医护人员近5万名。

放眼山东，从医疗机构数量
看，淄博优势明显。

但从规模而言，依据2021年
度国家三级公立医院绩效考核
结果，淄博仅有淄博市中医医院
在全国532家三级公立中医医院
范围内晋级A等，而淄博在全国
1355家综合医院中的最好排名，
仅排在315位，位列B++。

数量多，规模接近，分布集
中，“内卷”油然而生。

去年年底，淄博市中医医院
和淄博市第七人民医院的合并，
是对人才招引利好的鲜明信号
之一。

通过合并，淄博市中医医院
日接诊人数可达到3000人次。如
此规模，在人才招引一途，无疑
助力不少。

作为医院发展的参与者和
见证者之一，安晶也肯定了影响
力对医院发展的重要性。

“人才尤其是高层次人才，
重视的往往是平台优势。医院本
身的实力才是关键。”安晶认为，
到那个阶段，薪酬已不是影响其
去留的决定因素。

招引与流失

环境在变，招引更需精准。
客观来看，常住人口470余

万的淄博，本身已是医疗资源
“富矿”。

去年国家卫生健康委印发
的《“十四五”卫生健康人才发展
规划》指出，到2025年，国内每千
人口执业 (助理 )医师数达到
3 . 20人，每千人口注册护士数达
到3 . 80人，每万人口全科医生数
达到3 . 93人。

这些数据引申到淄博。
目前，淄博每千常住人口拥

有床位7 . 26张(列全省第2位)、
每千常住人口拥有卫生技术人
员数9 . 64名(列全省第3位)、每

千人口执业(助理)医师3 . 95名
(列全省第3位)、每千常住人口
拥有注册护士4 . 11名(列全省第
4位)。

实际数据皆高于远期规划，
且在全省处于领先位置。

而从政策依据上看，从“人
才新政23条”到“人才金政37条”
再到“人才金政50条”，淄博不断
发力，且效果明显。根据孙宏业
表述，2023年，淄博市人社局将
以更大的力度实施人才强市战
略，聚焦产业链赋能人才链，促
进“两链”深度融合发展。

“从体量来看，淄博医疗人
才资源是丰富的，缺的是高端人
才。”淄博一市属医院负责人表
示。

对此，淄博市卫健委党组书
记、主任程勤也曾给出类似观
点：“要让医疗等民生事业现代
化水平明显提升，努力实现由基
本民生向品质民生转变。要想实
现这个目标，既要不断建设医疗
卫生重点项目，更要不断引进高
层次医学人才。”

去年7月，淄博市中心医院
举办泰山学者工作室及名医名
家工作室签约仪式，淄博市副市
长毕红卫与程勤一起为工作室
揭牌。

6名来淄的国内知名医疗专
家中，不乏刘大为、吕国忠，及泰
山学者管庆波、徐进等业内权
威。

此举被视为是淄博医疗高
规格引进人才的一次典型案
例。

“淄博有政策、有平台，但
在体制上能不能更开放，需要
进一步优化改革。”上述负责人
同时抛出一项命题：倘若有国
内颇具影响力的某位专家提出
要求，来淄博可以，团队能不能
一起来？

“很多医院心理上可能都是
支持的，但在实际执行中，却未
必会那么顺利。不过，随着淄博

医疗开放度不断提高，围绕高端
人才引进的各环节会逐步完
善。”该负责人表示。

另一个关键

淄博医疗人才破题的另一
个关键，在于本地医学院校的
赋能加持。

除去山东大学齐鲁医学
院、青岛大学医学院等国内一
流院校不说，单看与淄博毗邻
的滨州、潍坊两地，就能得到启
示。

官方资料显示，滨州医学
院现有烟台、滨州两个校区，旗
下有直属附属三甲医院5所、非
直属附属医院9所。其中，滨州
附属医院是山东省区域医疗中
心，烟台附属医院是烟威地区
首家省属大型三甲综合医院，
附属烟台市烟台山医院是三级
甲等综合医院，附属烟台市口
腔医院是三级甲等口腔专科医
院，附属滨州市中医医院是三
级甲等中医医院。

潍坊医学院有浮烟山和虞
河两个校区，有直属附属医院2
所，非直属附属医院12所，省级
研究生联合培养基地14个。旗
下潍坊医学院附属医院是省卫
健委委管的大型综合性三级甲
等医院，国家三级公立医院绩
效考核连续为A类；潍坊市中医
院则以山东省地市级中医院第
1位的成绩进入A序列，而非直
属附属医院潍坊市人民医院已
进入全国A+序列，成为山东11
家A+三级公立综合医院之一。

再看位于淄博的齐鲁医药
学院。

资料显示，齐鲁医药学院
现有2所附属医院(淄博万杰肿
瘤医院和新泰市人民医院)，6所
非隶属附属医院、14所教学医
院和120余家实习实训基地。

虽然从数量上看，齐鲁医
药学院与前两者的差距并不
大，同时，据齐鲁医药学院官方
表述，近三年，学校年底总体就
业率均达到95%以上，超过全省
同类院校平均水平。

但从全省层面整体实力、
影响力和辐射力来看，药学见
长的齐鲁医药学院相较滨州医
学院和潍坊医学院，实力还有
一段距离。

作为淄博医疗卫生领域的
一把手，关于人才招引的话题，
程勤曾提出三个关键词加以阐
述：松绑、提标、创新。即：进一步
简化人才引进程序，进一步加大
人才资金的投入力度，进一步搭
建适合人才成长的广阔平台。

程勤认为，医院只有积极建
立从青年人才到骨干人才到学
科带头人，再到首席专家的全链
条、全周期的人才成长规划，建
设涵盖人才引进支持、创新创造
激励、人才服务保障等发展政策
保障体系，才能为人才成长解除
后顾之忧。

综上所述，从目前情况看，
引进高端人才，留好发展好本地
医学院校，培养好本地好苗子，
淄博医疗卫生领域人才破题，未
来或许才有更多可能。

医疗人才争夺战开打，淄博多家市属公立医院和委管医院动作频频。
不论是招聘揽才，还是政策宣贯，亦或是政校企间的合作交流，医院目光所向，无疑都

想在医疗人才争夺中率先分得一杯羹。
春起之时，恰是一年之计铺开之时。
那么，淄博医疗人才招引如何破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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