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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现代快报报道，今年全国两
会，全国人大代表、江苏省南京市
第一医院副院长张俊杰带来了

《关于加快推进医学影像“云胶
片”应用的建议》，呼吁加快推进
医疗机构之间检查检验结果互
认，进一步方便患者就医。

现在全国多地陆续试点云影
像系统、“云胶片”应用，患者不用
带“大袋胶片”，凭二维码就能就
医；医生打开电脑系统就能查看
患者影像信息，转诊和远程会诊
更方便。“云胶片”的出现，不仅给
医疗机构和患者带来便利，也降
低了耗材成本，进而为患者减轻
了负担。张俊杰代表发现，全国
试点“云胶片”应用，仍存在一些
问题，如“云胶片”收费标准不统
一，甚至部分地区没有纳入医保；
医疗机构对“云胶片”互认执行力
不够等。尤其医疗机构对“云胶
片”不互认，相关影像信息只能在
某家医院内部“流转”，让患者很
无奈。本来，推行“云胶片”可以
为患者“减负”，如果“云胶片”无
法实现共享互认，患者从一家医
院到另一家医院就医检查，还得
再花钱重新检查拍片，不仅就医
负担并没有真正降下来，而且还
造成医疗资源浪费。

医 疗 机 构 对“ 云 胶 片 ”不 互
认，原因有多个方面，但重要的一
点还是出于利益考虑。医疗影像
设备大多价格不菲，一些医疗机
构不想设备“闲”着，自然也不愿
意“云胶片”共享互认。 因此，在
全国试点云影像系统的同时，加
快推进医疗机构之间检查结果互
认，很有必要，这个建议值得尽快
推行落地。

实现“云胶片”共享互认，靠
医疗机构“觉悟”不现实。只有制
定相应的法律法规，通过严格制
度来规约。对于“云胶片”收费不
统一问题，不妨制定指导价，同时
将“云胶片”收费纳入医保，让云
影像系统在全国医疗范围内得到
推广应用。此外，医疗机构在推
进医学影像“云胶片”应用的同
时，还需注意患者隐私保护，做好
相关数据安全防范。

提高医疗工作效率，切实为患
者“减负”，既需要医护人员的技
术和服务水平提升，也离不开各
种新医疗技术应用。面对云影像
系统、“云胶片”应用，各个医疗机
构应当始终把患者放在第一位，
创造条件实现检查结果共享互
认，让患者在看病问诊过程中感
受到便捷和医者仁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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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训练师、新农人、民宿管家、
宠物指导师……层出不穷的新职业

“吸睛”又“吸金”，年轻人如何抓住
“新”机遇？作为一名教育工作者，全
国政协委员、南京师范大学党委书记
王成斌一直非常关注大学生的职业
选择。3月3日，王成斌走进现代快
报全国两会北京智媒演播厅，为年轻
人角逐职业“新”赛道支招。

“随着社会经济的迅速发展和
科学技术的全面进步，社会分工也
日益细致和专业化。”在王成斌看
来，这是一个必然的结果。“如何在
这些新职业中挖掘出更多的就业
岗位，为大学生就业提供更多新选
择，这将经历一个成长过程。”

王成斌认为，随着智能化、数字
化的发展，新兴领域将不断扩大，
带来诸多新的就业机会。如何选
择这些新职业，这对每个要进入职

场的“萌新”来说，都是挑战。
访谈中，王成斌分享了自己的

就业观。“我们在就业时，最初并没
有看得很清楚，只是找了一份工
作。随着时间的推移，它将成为一
份职业。在这份职业上取得一些
成果后，它又成为一项事业。对于
新业态新职业也是如此。”

在王成斌看来，经历比学历更
重要。“我们在大学里学习，更多的
是学到知识和掌握技能，这还不
够。”王成斌说，当从事一份工作
后，体验式地去吃一些苦头，去经
历各种难关，这对人生的成长非常
重要。

如何找到好的工作，角逐职业
“新”赛道？王成斌给大学生们支
招，在这个时代最重要的是积累竞
争力，不断提高自己。“参与社会竞
争的素养和能力至关重要。”

结合自己的本职工作，王成斌
说：“我们需要提供个性化和多样
化的教育，以满足社会对多样性人
才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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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国政协十四届二次会议
上，全国政协委员、南京航空航天
大学副校长施大宁向大会提交建
议，试点建设长三角地区高等教育

“三位一体”人才培养示范区。
“高校是科技第一生产力、人

才第一资源、创新第一动力的重要
结合点，‘三个结合’是高等教育的
新时代使命。”施大宁说，长三角地
区经济基础好，教育整体水平位居
全国前列，创新人才培养条件优
越，科技创新要素齐备，有条件有
能力有责任在高等教育领域为全
国创造“三位一体”人才培养样板，
在完成“三个结合”时代使命方面
做示范引领作用。

施大宁提出了三点建议。在高
校自身层面上，建议国家进一步支
持长三角地区提升高等教育层
次。探索高层次人才培养多元化
机制，“比如给予地方教育管理部
门一定比例的博士研究生招生计
划省级统筹权；增加专项‘工程博
士’研究生教育规模并试点在职培

养校企协同机制”。同时，支持长
三角地区扩大本科层次教育资源，
贯通本科学校与高职高专院校人
才培养渠道。

施大宁还建议实现一体化协同
育人模式改革和机制创新，在教育
资源如招生、双一流学科建设经费
等投入上引导高校间、校企间深度
合作。加大在长三角地区“国家卓
越工程师”学院布局力度，一方面，
依托区域内重大科技工程，联合探
索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新范式。另
一方面，鼓励企业建设卓越工程师
创新研究院，对接地方产业链联合
开展人才培养。

此外还要落实财税金融支持
政策，根据企业参与校企协同育人
的规模、层次和水平等，给予相应
的经费支持；落实企业参与办学的
税收减免和财政补贴政策，强化对
相关企业的金融支持，充分调动企
业参与协同育人的积极性和主动
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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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全国两会时间开启，现
代快报记者走上北京街头，随机
采访了来自不同国家、不同职业
的部分外国人士。

“对中国‘两会’，您关心哪
些话题？”面对提问，他们有的关
注中国人工智能的发展，有的点
赞中国在环保领域的作为，有的
聊起了就业、教育等领域的变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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