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妇科医生获中国青年志愿者优秀个人奖
12 月 5 日，第十四届中国青

年志愿者优秀个人奖、组织奖、

项目奖获奖名单揭晓。其中，来

自复旦大学附属妇产科医院的

贺木兰医生，荣获第十四届中国

青年志愿者优秀个人奖。

贺木兰，1985年3月出生，中

共党员，复旦大学附属妇产科医

院团委书记，主治医师，从事妇

产科临床工作 10 余年。2008 年

起，利用业余时间参与社会、学

校、社区组织的各类志愿服务活

动。她坚持将志愿项目“品牌

化”，通过打造有特色、有影响

力、可持续的品牌，吸引更多志

愿者参与自己组织的志愿活动，

从而使更多的人受益。15 年的

时间，贺木兰创立了 3 个志愿者

品牌项目，累计组织了上千名志

愿者共同参与志愿服务，累计受

益人数逾20万人。

开展“红讲台”青春期性教育

就读研究生期间，贺木兰担

任复旦大学研究生会枫林委员

会副主任。当时 H1N1 流感爆

发，农民工子弟学校的小朋友卫

生意识较差，更容易被感染。于

是贺木兰发起了“咚咚呛卫生行

动”，带领大学生志愿者前往农

民工子弟中小学，利用自创的

“六步洗手操”帮助儿童和青少

年养成良好的个人卫生习惯，预

防流感等传染病。这个活动作

为复旦大学研究生会的社会实

践项目，坚持举办了 7 年，受益

学生近万人。

工作之初，贺木兰医生注意

到几位年轻的患者：有28岁的准

新娘，她从未有过月经，却第一

次就诊；也有宫内早孕却表现得

若无其事、最终进行了人流手

术，怀孕28周才被父母发现而不

得不分娩的未成年人。这些情

况让她突然意识到，作为一名医

生，她能做的不只是每天在诊室

等待患者的到来，更应该提前干

预患者的认知与行为。

为此，她开始自己探索“性

健康教育”这一新领域，她意识

到要想干预性教育，就需要从青

春期开始，而走进校园是最直接

的方式。贺木兰凭借自己的专

业医学知识，利用自己休息时间

走进学校进行调研，在反复斟酌

后制作课件，认真备课。一次又

一次，贺木兰在实践中不断积累

经验；一遍又一遍，挑灯夜读的

她反复修改教材、试讲课件。终

于，在她的努力下，针对不同年

级男、女生课件已然初具规模。

贺木兰的每一次志愿讲座都受

到了学生们的欢迎，也得到了学

校老师及家长的认可，各校的讲

座邀请随之纷至沓来。贺木兰

意识到如果想让更多的孩子接

受到青春期性健康知识，她需要

一个团队。2013年10月，在妇产

科医院党政领导的支持下，一支

为青春期男女生做性健康教育

传播的志愿服务队——“红讲

台”诞生了。

作为队长，贺木兰非常注重

团队建设，除拟定“红讲台”招募

条件、培训制度、讲课规章外，她

要求实行团队讲师集体备课制

度、定期讨论、修改、完善课件；

与此同时，贺木兰还会对即将外

出讲课的讲师再进行一对一的

培训，力求每一次讲座都能确保

标准化和专业性。

经过近 10 年的积累，目前

“红讲台”吸纳了来自复旦大学

附属妇产科医院临床、护理、医

技、行政等部门 32 名优秀的“哥

哥姐姐”，课程涵盖了从小学到

初、高中不同的内容，真正做到

了不同阶段、不同授课方式、不

同授课内容的“三不同”模式。

此外，“红讲台”不仅有针对学生

的性教育课程，还有针对学校老

师、学生家长和基层医生的讲座

和培训，指导大家如何与青少年

谈“性”。截至 2022 年底，“红讲

台”的足迹已经遍布上海市各区

县的 160 余所中、小学，覆盖约 5

万余名学生。

志愿于心，服务于行，为了

让更多的孩子接受到正确的性

健康教育，贺木兰还积极带领团

队将“红讲台”的课程带到长三

角、送进大山里。2022 年，由于

疫情无法送教上门，贺木兰组织

“红讲台”的讲师们参与“喜马拉

雅”青春期系列音频课程的录

制，目前已和团队一起已推送了

32期课程，累积点击量6.4万。

围绕女性全生命周期
进行科普

2020年，贺木兰心系疫情中

的孕妇群体，于是撰写了一篇

《疫情宅在家，怀孕建卡怎么

办？》的科普推文，被社区医院纷

纷转发，很快便获得了 1 万+的

播放量。在医院党委的支持下，

贺木兰作为医院的团委书记牵

头成立“红青说”青年妇幼健康

科普团队。

成立初期，贺木兰带领团队

成员积极投身战“疫”，发挥青年

创新性思维，利用集体智慧发现

妇儿关心的问题，集中焦点后依

托微信公众号、快手等新媒体手

段进行科普宣传，提高科普效

果。疫情期间，她撰写各类适合

母婴人群阅读的抗疫相关科普

推文 10 余篇、视频 7 条，各平台

累计阅读量达 20 万。疫情过

后，贺木兰又鼓励“红青说”继续

开展妇儿健康科普宣传，形成了

有特色的妇产科医院青年科普

团队。经过两年多的发展，“红

青说”拥有涵盖八大亚专科优秀

的青年人才 20 余人，有公众号

大 V、也有科普小达人和绘画小

能手。

为调动“红青说”青年的积

极性，贺木兰用心挖掘可利用的

资源，为医务青年提供服务社会

的各种舞台，助力越来越多妇产

科医务青年成为健康文化的倡

导者和践行者；她鼓励青年发挥

职业优势，围绕女性全生命周期

健康科普，将线下科普课程与线

上科普传播有机融合，全力守护

妇儿安全；她还号召医务青年将

自身使命与服务“健康中国”战

略紧密相连，为“全民健康”和

“妇女健康”贡献力量，为女性健

康保驾护航。

“心有爱，立于行，常感念”

是贺木兰作为一名优秀志愿者

始终秉持的信念和行动准则。

她在临床及科研工作中专注于

胎儿畸形的产前诊断、围产期

保健和孕前保健；曾荣获上海

市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优秀住

院医师、复旦大学优秀团干部、

团工作先进个人称号。她曾多

次 参 加 复 旦 大 学 博 士 生 医 疗

团、复旦大学健康讲师团、复旦

大学附属妇产科医院组织的赴

云南、四川、新疆的义诊和支

教。坚守初心使命，不断探索

创新，贺木兰用实际行动诠释

志愿者的力量，为健康中国和

妇女健康使命奋发前行！

来源：妇产科医院、校团委

日前，红十字会与红新月会

国际联合会第十一届亚太地区

大会在越南河内召开。来自亚

太地区和中东地区44个国家，以

及国际联合会、国际委员会、美

洲和欧洲地区国家红会的350余

名代表参加了大会，其中就有一

位来自复旦上医的青年代表，在

世界舞台上发出中国青年志愿

者的声音。

复旦大学药学院博士生侯

东岳作为中国红十字会的青年

代表，参与了亚太红十字青年网

络（以下简称“亚太青网”）年度

会议、红十字会与红新月会亚太

青年论坛，并全程参与亚太地区

大会的其他议程。

本届大会以“为亚太地区

做好防灾准备”为主题，从应

对气候变化切入，为亚太地区

和 中 东 地 区 的 国 家 红 会 提 供

了 共 商 提 升 灾 害 应 对 能 力 的

重要平台。

作为河内青年承诺起草委

员会的核心成员，侯东岳在会议

前的准备阶段广泛调研，负责进

行问卷分析工作，同时作为首要

负责人起草河内青年承诺文件

的底稿，为文件的产出提供了文

稿基础。

亚太青网年度会议中，侯

东岳作为协调员之一引导小组

研讨活动，回顾亚太青网工作、

现存挑战，提出可能的工作方

向。亚太地区大会期间设数个

研讨工作坊，作为青年医学生，

侯东岳在“做好灾害准备”以及

“成为受信任的组织”工作坊的

自由讨论环节积极发声，介绍

了在防灾减灾、救护培训方面，

中国红会的生命教育项目所做

出的努力和贡献，并阐释了建

设受信任的组织对于吸引年轻

人投身国际红十字与红新月运

动的重要意义。

2018 年 9 月刚入学时，侯东

岳就加入了复旦大学红十字会

急救队，与志愿服务结缘。他的

初心很简单：学习一门本领，在

关键时刻希望自己能挺身而出、

派上用场。

除了自己积极投身志愿服

务，侯东岳还努力带动更多人参

与专业志愿服务。他连续两年

作为学生总负责人，协助上海市

红十字会完成高校救护员培训，

带领团队出色完成了联络对接、

线上督导等工作，两年总计完成

近500名高校救护员的培训。侯

东岳自己也实现了从校内的急

救宣传志愿者到全市高校急救

培训协调者的成长。

在校期间，侯东岳多次参与

无偿献血，且已于2019年完成造

血干细胞 HLA 分型入库。他坚

守无私奉献的初心，相信自己的

善举会为更多的人带来帮助。

“我既是一名党员，也是一

名红十字志愿者，两个身份都

要求我为群众多做些什么。”未

来，他将在志愿服务的道路上

不断迈进。 来源：药学院等

上医学子在世界舞台展现风采

▲贺木兰为小学生进行科普

为切实发挥综合性大学多

学科优势，更加广泛深入地推进

医学学科内部和医学学科与其

他学科间的交叉融合与协同发

展，服务学校“双一流”和“第一

个复旦”建设，12月1日下午，复

旦大学上海医学院学科交叉融

合系列论坛之“医理结合”论坛

在枫林校区明道楼二楼报告厅

举行，并同步线上直播。

本次论坛也是继基础-临床

交叉融合与转化论坛、医工结合

论坛后，该系列推出的第三场论

坛活动。本场论坛聚焦医理交叉

成功实践、前沿态势、前瞻思考和

推进举措，来自医科各院所平台、

附属医院及高分子科学系、生命

科学学院、化学系、材料科学系等

理工科院系的专家学者和师生代

表齐聚一堂，共探医理融合之道。

论坛由上海医学院学科规划与

“双一流”建设办公室主办，药学

院、高分子科学系携手联合承办。

来源：医学规划与“双一流”办

学者医生齐聚“医理结合”论坛

视网膜色素变性等光感受

器退行性疾病伴随光感受器不

可逆的死亡，最终导致患者完

全失明。如何有效重建失明患

者的视觉功能一直是临床上面

临的重大难题。复旦大学脑科

学研究院/脑功能与脑疾病全

国重点实验室张嘉漪团队与复

旦大学附属眼耳鼻喉科医院姜

春晖团队、复旦大学附属中山

医院袁源智团队合作，经过 5 年

的不懈努力，成功利用氧化钛

纳米线阵列人工光感受器在失

明小鼠和非人灵长类模型上实

现 了 视 觉 功 能 的 修 复 。 论 文

《基于纳米线阵列的人工光感

受器修复盲小鼠和猕猴的视觉

功能》于 11 月 23 日在线发表于

《自然·生物医学工程》杂志。

来源：脑科学研究院

合作开发新一代人工光感受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