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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

表大会上提出：“建设知识型、技能型、创新型劳动

者大军，弘扬劳模精神和工匠精神，营造劳动光荣

的社会风尚和精益求精的敬业风气”。2018年两院

院士大会上他进一步指出：“牢记使命，勇挑重担，

大力弘扬工匠精神，取得无愧于新时代的新发现、

新发明、新技术，努力把我国建设成为世界科技强

国，应当成为广大科技工作者的自觉追求”。

工匠和工匠精神，已成为不可言说的传承力

量，小到个人岗位，大到国家战略，都需要有工匠精

神的支撑。发扬工匠精神，已成为一种时代要求、

发展要素。本文以南京医科大学公共卫生与预防

医学的学科建设实践为例，阐述弘扬“工匠精神”在

培养预防医学专业人才、推动科研创新、践行公共

卫生使命中的作用。

一、工匠与工匠精神

工匠，又称“匠人”，是指具有工艺专长的人，如

木匠、铜匠、铁匠、瓦匠、石匠、鞋匠等［1］。他们专注

于某一领域的产品研发或加工，全身心投入，精益

求精，一丝不苟地完成每一个环节，对作品精雕细

刻，追求极致和完美［2］。数千年来，工匠用精湛的技

艺为人们生活带来便利，成为社会发展不可或缺的

组成。鲁班就是我国古代工匠最著名的代表人物，

被建筑工匠尊称为“祖师”［3］。造纸术的发明人东汉

宦官蔡伦，既是工匠，也是工匠的管理者［4］。回顾我

国古代工匠的历史，可以看出其成功既有社会发展

的因素，更有工匠们热爱生活、不断探索和坚守初

心的原因。这是一种在长期实践中逐步形成的精

神财富，我们称之为“工匠精神”。随着社会发展，

一些老手艺、老工匠逐渐被机械化生产替代，但工

匠精神却永不过时。

工匠精神，英文craftsman’s spirit，指一种职业精

神，是职业道德、职业能力、职业品质的体现，是从业者

的价值取向和行为表现，是工匠对自己产品精雕细琢、

精益求精的精神理念，是工匠在生产实践中凝聚成的

务实严谨、专注专一的可贵品质［2，5］。也有学者将其总

结为“德艺双修、心传身授、体知躬行、精益求益、强力

而行”［6］。2016年3月，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

提到：“鼓励企业开展个性化定制、柔性化生产，培育精

益求精的工匠精神，增品种、提品质、创品牌”。这是

“工匠精神”首次出现在我国政府工作报告中。

一组名为《大国工匠》的特别节目，引发了全社

会对“工匠精神”的高度关注，大勇不惧、大术无极、

大巧破难、大艺法古、大工传世、大技贵精、大道无

疆、大任担当展示的正是新时代工匠精神。钳工胡

双钱工作 30年来创造了打磨零件百分百合格的惊

人纪录；捞纸工周东红捞出晒成的宣纸，每张重量

误差不超过1克；焊工高凤林35年专注火箭发动机

焊接，130多枚长征系列运载火箭在他焊接的发动

机推动下顺利升空，0.08毫米是他挑战过的最薄纪

录［7］……新时代赋予“工匠精神”更多内涵，可以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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括为传承创新、爱岗敬业、精益求精、专心专注。传

承创新是灵魂，爱岗敬业是根本，精益求精是核心，

专心专注是要义。

二、以工匠精神助力预防医学人才培养，

引领公共卫生学科发展

2017年，教育部公布了全国高校第四轮学科评

估排名，南京医科大学公共卫生与预防医学被评为

“A+”学科。从 20世纪 90年代前跟跑国内院校，到

新世纪并跑并逐步领跑同行，公共卫生学科的发展

生动诠释了“工匠精神”引领人才培养、科学研究、

社会服务、文化传承创新的卓越实践。

（一）传承创新的工匠精神是引领学科发展的

灵魂

传承，是联结历史和未来的桥粱。工匠精神离

不开传承［1］。一代代工匠手手相传、口口相授，技艺

在传承中薪火不绝。“以古人之规矩，开自己之生

面”（清·沈宗骞《芥舟学画编》）。

南京医科大学是全国较早举办公共卫生与预

防医学专业的院校，其前身江苏省立医政学院于

1934年创立伊始即设有卫生教育科和卫生特别训

练班；1940年，设立公共卫生教研室；1988年，设立

预防医学系；1995年，设立公共卫生学院。前辈先

贤形成的良好传统是学科发展的“传家宝”。公共

卫生学科初创之时，著名教育家蔡元培先生曾题词

“卫生有道”，勉励广大师生投身卫生事业，造福百

姓。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首任院长、著名公共

卫生学专家邵象伊教授响应国家院系调整号召，带

领全体卫生学教师赴山西医学院任教并担任院

长。2014年建成的院史馆记录了几代人的奋斗历

程，成为文化传承与传统教育的基地。

传承固然重要，但沉浸于过去则会固步自封，

新时代的“工匠精神”强调在继承的基础上创新，只

有这样才能跟上时代前进的步伐［1］。1995年南京医

科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成立，首任院长王心如教授就

提出“把省内领先、国内一流、国际知名的公共卫生

学院带入21世纪”的奋斗目标。率先推行“大学科”

理念，重组学系打造学科群，协同创新。首创“科研

共享平台”，打造“学院发展、人人发展”的良好学科

发展生态，集科学研究、人才培养、技术开发与社会

服务于一体。首次拓展重点实验室的科技辐射功

能，成立社会服务机构——江苏省医药农药兽药安

全性评价与研究中心，成为服务江苏、辐射全国，广

泛提供食品、保健食品、药品、农药、兽药、新化学物

质毒理学安全性技术服务的知名专业机构。在传

承与创新中，南京医科大学公共卫生学院综合实力

稳步增长。“公共卫生与预防医学”成为一级学科博

士点、博士后科研流动站，“劳动卫生与环境卫生

学”成为国家重点学科，预防医学为江苏省品牌专

业、高校优势学科。

（二）爱岗敬业的工匠精神是学科发展的根本

爱岗敬业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基本要求［8］，

也是南京医科大学公卫人的职业精神。爱岗和敬

业互为表里，相辅相成。爱岗是敬业的基础，敬业

是爱岗的升华。具体来说，“爱岗”就是干一行，爱

一行，“敬业”就是干一行，精一行。中华民族素有

“敬业乐群”、“忠于职守”的传统，这是中国人的传

统美德，也是当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基本要

求。只有本着极端负责的态度，认真对待教学、科

研工作，才有可能在培养人才和探索未知的道路上

有所发现、有所突破［9］。

自 1934年建校以来，学院一直以践行“预防为

主、防治结合”的卫生工作方针为使命，与时代同呼

吸，与民族共命运，为守护民族健康砥砺前行。近

年来，虽然“预防为主”的重要性已深入人心，但是

公共卫生的地位仍然不为民众重视。每年新生入

学伊始，学院即通过院史馆参观回顾、校友风采展

示、开设预防医学导论课等多种形式，培养学生的

专业认同感和从事公共卫生的职业自豪感。20世

纪 90年代初，学院克服困难持续选派青年教师赴

境外深造，培养出一批具有国际视野、满足国家需

求的优秀人才。热爱公共卫生这个职业、当好健

康守护神这一使命，促使他们纷纷回国为学科建

设服务，为培养专业知识、创新能力、职业素养相

结合的公共卫生与预防医学人才服务。先后涌现

出一批国家级教学名师、长江学者特聘教授、“新

世纪百千万人才工程”国家级人选、国家杰出青年科

学基金获得者等杰出教师，形成了预防医学国家级教

学团队、教育部创新团队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创新研

究群体等优秀科研团队。正如校长沈洪兵（曾担任公

共卫生学院院长）所说：“如果我们的前辈只是把教师

这个职业当作饭碗，而不是当事业来做，那么我们不

可能取得现在的骄人成果”。

（三）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是学科发展的核心

动力

精益求精是从业者对每件产品、每道工序都凝

神聚力、追求极致的职业品质。对于“工匠”而言，

只有更好，没有最好。对品质的追求只有进行时，

没有完成时，永远在前进的道路上。精益求精是科

研工作者必须具备的基本品质，是引领学科正确发

展方向的保证。近年来部分高校出现了一些研究

人员和学生为了追求“短、平、快”而“急功近利”的

倾向。在这种情况下，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正是

抹平浮躁心态的“镇定剂”，具有重要的时代价值与

广泛的社会意义［10］。

南京医科大学校长沈洪兵教授，是著名的流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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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学家，他一直秉持“学术无小事，用心再用心”的

精益求精态度。从实验计划制定、技术报告撰写、

科研论文投稿，到稿件修改、清样校对，无不与学生

反复讨论。他坚信“只有一丝不苟、精益求精才能

打磨出精品”。经他培养毕业的研究生中，有长江

学者、国家杰青、国家百千万人才工程人才、青年千

人、科技部中青年科技创新领军人才、教育部新世

纪人才，以及一大批奋斗在公共卫生一线的毕业

生。以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培育学生，就是在锤炼

一种使命感，培育隐形的目标和驱动力。只有立德

树人、以内化外，才能为社会主义新时代建设培育

更多高水平、高素质人才。

（四）专心专注的工匠精神是攀登学科顶峰的

基本要义

专注就是内心笃定而着眼于细节的耐心、执

着、坚持不懈的精神，这是“工匠”必须具备的精神

特质。处在时代潮头的我们，面临着新时代社会主

义建设的新任务，不可能一蹴而就，需要运用专心、

专注的工匠精神指导工作。“人若愿意，何不以悠悠

之生，立一技之长，而贞静自守。”奥地利诗人里尔

克的这句话，可以成为需要培养专注精神的年轻一

代学生的座右铭。

专心专注对于高校科研人员而言，无疑是一种必

备的素质。在科学研究中，失败往往多于成功，“九死

一生”是常态。只有在日复一日、琐碎而枯燥的研究

中持之以恒，才有可能取得胜利。真正的科学家是凭

借其对未知世界的好奇、对科技创新的兴趣，依靠心

无旁骛的潜心钻研“钻”出来的。“守少则固，力专则

强。”专注不是视野局限，而是剪掉不必要的“枝丫”。

做好一件事不难，难的是一辈子把一件事做好。曾担

任过公共卫生学院院长的周建伟教授于1996—1998
年在美国戴维斯加州大学访学期间发现和克隆了全

新的“JWA”基因，发现它具有抑制肿瘤生长和转移的

功能［11］。1998年回国以来一直带领研究团队探索

JWA基因的结构和功能，曾获省科技进步二等奖和教

育部自然科学二等奖各1项，目前已研制两种创新型

候选药物，获得中、美、日等多国专利，正在进行后续

新药研发和申报工作。这种专心专注的工匠精神成

为公共卫生学院广大师生学习的典范。

三、思考和展望

历经八十多年的风雨和砥砺，南京医科大学已

经形成了深厚、独特的大学精神和文化底蕴，“博学

至精、明德至善”的校训、“医学与人文融通、教学与

科研并重、基础与应用结合”的办学理念，都是经过

长期历史积淀积累形成的［12］。工匠精神正是这种

优秀文化的凝练，职业精神的萃取。近年来，“健康

中国”战略的实施将公共卫生提升到前所未的重要

地位［13］。要把工匠精神作为公共卫生与预防医学

学科发展的新共识、新规范、新目标，培养师生心怀

匠心、勇铸匠魂、坚守匠情、实践匠行，为人民群众

提供全方位、全周期的健康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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