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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省泸州医学院更名事件又起波澜。在历经波折改名为四川医科大学半年之后，这所学校又低调换上“西南医科大学”新招牌，结果遭
到第三军医大学西南医院的反对。西南医院官方26日首次做出回应，要求“泸州医学院”立即停止其不当更名行为，并已通过第三军医大学
向国家教育部申请高校更名行政复议。

泸州医学院更名四川医科大学半年后再更名

西南医院指“西南医科大学”侵权

26日，第三军医大学西南
医院官方发布声明，要求四川
省“泸州医学院”立即停止其
不当更名行为，并已通过第三
军医大学向国家教育部申请高
校更名行政复议。这是在第三
军医大学多名院士以个人名义
提出反对后，第三军医大学西
南医院首次就此事发表官方回
应。

西南医院在官方声明中
称，近日，了解到四川省“泸
州医学院”在更名为“四川医
科大学”未果的情况下，再次
更名为“西南医科大学”，此行
为严重侵害“西南医院”和

“西南临床医学院”相关权益，
引起了西南医院专家教授、教
职员工和广大就诊病人的强烈
愤慨和坚决反对。

声明中介绍，西南医院前
身是 1929年建立的“国民政府
中央医院”，1950年 11月西南
军政委员会正式命名西南医
院，为第三军医大学第一附属
医院、第三军医大学西南临床
医学院。西南医院拥有国家教

育部重点（培育）学科 12个、
博士授权点 31个，博硕士生导
师 218人，年培养从本科到博
士后各层次学生 3000余人，产
生3位院士，3次获得国家科技
进步一等奖。

西南医院表示，“西南医
院”及其系列称谓已获得国家
商标注册，并被认定为重庆市
著名商标驰名中外，西南医院
享有完全的法律权利。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商
标法》《反不正当竞争法》之规
定，任何法人单位和个人采用
与之相同或近似的名称，导致
混淆或误导公众，致使驰名商
标注册人利益可能受到损害的
行为，都是侵权及不正当竞争
行为，必将受到法律的制裁。

在官方声明中，西南医院
要求四川省“泸州医学院”立
即停止其不当更名行为，停止
对西南医院权益的继续侵害，
并且“保留采取进一步法律措
施，维护医院相关权益的权
利”。

>>再次更名
“四川医科大学”又遭反对 26日，第三军医大学西南医

院官方发布声明，要求四川省
“泸州医学院”立即停止其不当更
名行为，并已通过第三军医大学
向国家教育部申请高校更名行政
复议。这是在第三军医大学多名
院士以个人名义提出反对后，第
三军医大学西南医院首次就此事
发表官方回应。

西南医院在官方声明中称，
近日，了解到四川省“泸州医学
院”在更名为“四川医科大学”
未果的情况下，再次更名为“西
南医科大学”，此行为严重侵害

“西南医院”和“西南临床医学
院”相关权益，引起了西南医院
专家教授、教职员工和广大就诊
病人的强烈愤慨和坚决反对。

声明中介绍，西南医院前身
是 1929年建立的“国民政府中央
医院”，1950年 11月西南军政委
员会正式命名西南医院，为第三
军医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第三军
医大学西南临床医学院。西南医
院拥有国家教育部重点 （培育）
学科12个、博士授权点31个，博
硕士生导师 218人，年培养从本
科到博士后各层次学生 3000 余

人，产生3位院士，3次获得国家
科技进步一等奖。

西南医院表示，“西南医院”
及其系列称谓已获得国家商标注
册，并被认定为重庆市著名商标
驰名中外，西南医院享有完全的
法律权利。根据《中华人民共和
国商标法》《反不正当竞争法》之
规定，任何法人单位和个人采用
与之相同或近似的名称，导致混
淆或误导公众，致使驰名商标注
册人利益可能受到损害的行为，
都是侵权及不正当竞争行为，必
将受到法律的制裁。

>>教育部回应 完善相关政策防止校名冲突

2015年6月1日，教育部发文，
同意泸州医学院更名为四川医科
大学。但这个决定遭到四川大学
华西医学中心校友的抗议。校友
们认为，四川医科大学的简称“川
医”，容易与四川大学华西医学中
心的前身（四川医学院、华西医科
大学）的简称“川医”相混淆。海内
外老“川医”的校友们发起了声势
浩大的反对更名行动。他们以发

公开信、向教育部申请行政复议等
形式，要求教育部撤回原泸州医学
院更名为四川医科大学的决定。
四川大学官方也以文件的形式向
教育部重申了校方的立场。

对此，教育部和四川省政府高
度重视。教育部曾专程派员前往
四川大学，听取意见。2015年 7月
28日，四川大学华西医学中心向媒
体通报称，教育部正式受理了四川

大学反对泸州医学院更名为四川
医科大学的行政复议申请。

近日，四川医科大学又低调
挂上“西南医科大学”的新招
牌。2016年 1月 17日凌晨，网友
在微博上发布了多张显示为“西
南医科大学”校名招牌的图片，
图片中学校门口的公交站牌已经
写上了“西南医科大学”的新站
名，引发关注。

>>链接 泸州医学院更名风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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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孪生姐妹患重病欲捐遗体角膜

两人曾经一起拍摄的艺术照。

26日，池州学院为十年前毕
业的双胞胎姐妹捐款的事情还在
继续。捐助活动的发起人之一汪
亮回忆：“双胞胎姐妹花都是学理
科的，同一年考上大学，姐姐孙
亚玲考上蚌埠医学院，妹妹孙亚
婷考上我们池州学院化学系综合
理科专业，我和她是同班同学。”
汪亮说，至今，同学们都记得孙
亚婷来报到时的情景。

“孙亚婷第一天上学，是她父
亲陪同来的，母亲则陪姐姐去蚌埠
了。她拿着两个包，一个包内是给
同学们品尝的土特产，另一个包她
却不怎么让人碰。后来她要借我
实验室里的冰箱用，我才知道，这
个包里装的是胰岛素。”化学系老

师汪江杰激动地回忆道：“原来，这
两姐妹都患有糖尿病。别的糖尿
病人都要去医院让医生帮忙打胰
岛素，而孙亚婷却是自己打！”

“孙亚婷患有糖尿病，当时体
重只有 70斤左右，可她的成绩在
全班是中上等的，这要付出多大
的努力。”汪亮说，每次孙亚婷独
自在实验室里注射胰岛素后，仍
要坚持看书，“我记得2005年学校
搞运动会，女孩子比较少，她看
到我们系人数不够，还自己去报
了项目。当时我们都有很不可思
议的感觉。这女孩子太自强了。”

在蚌埠医学院，姐姐亚玲也
同样取得了很好的成绩。

姐妹同上大学 与病魔抗争

“2006年，我们毕业了，我听说
孙亚婷回到了阜阳太和，她姐姐到
北京工作，她们都在教书。”汪亮
说，“最近几天，孙亚婷四处在问捐
献遗体角膜的事情，我们才知道，
这对双胞胎的糖尿病已经恶化了。”
汪亮说，他们 2006届的化学系学生
已经筹集了四万多元。

26日，记者辗转联系上了孙亚
婷，得知目前两姐妹都住进了太和
县医院。“我和姐姐从小就有糖尿
病，一直在做透析。最近病情恶化
到尿毒症了。医生说如果换肾的
话，还可能有得治，但是肾源要匹
配，就算有肾源还要花几十万，这
对我们家来说太困难了。我们就想
着既然不能再工作了，不能再为社
会做贡献了，那以后走的时候就把
遗体捐献出来吧。”孙亚婷告诉记
者。

“姐姐大学是学医的，她想把遗
体和角膜捐献给母校蚌埠医学院做
研究，因为我们家里人都没有这个
病，只有我们姐妹患病，可能是基
因突变，也许还有一点研究的价

值。我也想把遗体和眼角膜捐献出
来。池州学院的老师、同学为我募
捐，我一直心怀感激。”孙亚婷说，
现在她已经做通了父母亲的思想工
作，全家都支持两姐妹捐献遗体和
眼角膜。姐姐孙亚玲说：“我捐献遗
体，同样也是为了感恩。”

双胞胎姐妹表示，其实，捐献
遗体、眼角膜，她们还有一个“私
心”。“我们希望眼角膜捐出去后，
能在别人身上为他们带来光明，那
样爸爸妈妈每次想到，都会觉得女
儿还在世上，他们能有精神寄托。”
孙亚婷说。

针对双胞胎姐妹的愿望，记者
26日联系上了安徽省红十字会遗体
（器官）捐献中心负责人付杰，付杰
表示非常感谢。“双胞胎同时捐献遗
体、眼角膜，在全省是非常罕见
的。”付杰说，两姐妹愿意回报社
会，让自己很感动，“一个人临终捐
出仍有用的器官，本身是一个很高
尚的事情。双胞胎姐妹的举动，把
这种爱的传递更好地延续下去了。”

（本版稿件据新华社）

欲捐遗体角膜 称回报社会

姐姐孙亚玲在接受治疗。

教育部有关负责人 26 日表
示，将完善学校名称使用的相关政
策规定，防止引发高校校名冲突。

2015年，原泸州医学院更名
四川医科大学引发了高校校名之
争，并持续了长达半年之久。四川
大学还就此依法向教育部提出行
政复议申请。

这位负责人指出，考虑到高校
校名之间历史和传承关系以及区
域高等学校布局结构实际情况，为
维护相关高校合法权益与教育系
统和谐稳定局面，同时从贯彻十八
届五中全会精神，增强高等教育服
务西南地区基层医疗卫生事业发

展能力，优化区域高等教育布局出
发考虑，根据四川省人民政府申
请，教育部依法批准四川医科大学
更名为西南医科大学。

近年来，伴随着我国经济社会
快速发展、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和高
等教育大众化进程，高等学校更名
情况逐渐增多，类型呈现多样。一
是办学层次调整引起的更名；二是
学科专业结构调整，办学水平提升
引起的部分学院更名大学；三是独
立学院与母体学校脱钩，转设为独
立设置民办本科学校产生的更名。

“目前确实存在少数高校盲目
追求升格和更名大学，办学定位不

清晰，办学特色弱化的问题。”这位
负责人说，为进一步提高高等教育
质量，提升高等教育服务经济社会
发展能力，教育部正抓紧研究制定
相关政策和措施加以解决。通过
加强统筹规划，完善政策引导，推
进评估监督，实行分类管理等政策
和措施，特别是完善高校评价体
系，加强过程评估，引入第三方评
价机制，促进高校科学定位、各安
其位、内涵发展、办出特色。同时
将要求省级政府进一步完善决策
程序，在拟申报学校名称使用等方
面广泛征求各方意见，避免引发争
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