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安徽芜湖市人，2002

年来到深圳，现为深圳市

第二人民医院康复科主

任

安徽宿州市人，1993

年来到深圳，现为股评大

师、财经评论员

安医附院史上最年轻的科主任

王玉龙是安徽芜湖人，在合肥学习、工

作了22个年头。31岁时，就当上了安徽医

科大学附属医院康复科的主任，成为该院历

史上最年轻的科主任。

2002年，他从日本留学归来，因种种原

因，他选择了离开合肥。离开后，又该去哪

发展呢？北京？上海？还是广州、深圳？

“在当时来看，北京、上海的条件都相

对较好，而深圳的康复医疗等于没有，甚至

连合肥都不如。如果去深圳，就意味着一切

要从头开始。但深圳方面给我的承诺是，虽

然条件不好，但可以给我一块天地，让我放

手去做。于是，我毫不犹豫地选择了深圳市

第二人民医院。”

2002年6月，随着王玉龙的到来，一个

没有人认可的新科室，一个受个别同行排挤

的新科室，一个连张像样板凳都没有的新科

室——康复科在深圳二院诞生了。

从无到有，一手撑起深圳康复医学

在深圳，一般人都是上午9、10点钟开

始工作，晚上6、7点下班。

王玉龙却保持了在安徽时的习惯，每天

早晨7点就早早来到医院，但下班却按当地

标准在7点以后，平均每天工作时间保持在

12小时以上；由于康复科人满为患，大年三

十也挤满了病人，所以他多年春节都放弃了

回家，和病人守在一起；身为主任的他却始

终保持亲力亲为的作风，只要病人找到他，

他会义不容辞亲自诊治……

在王玉龙的努力下，康复科第一年就

给医院带来了600多万元的收入。2004年，

该科就确立了深圳的“龙头”地位。

荣誉证书六个抽屉都装不下

如今的康复科已经成为深圳市第二人

民医院的拳头级品牌，在全国康复医学领域

享有盛誉。该科目前已有一百多张床位，70

多名医护人员，每年都有来自全国各地，甚

至马来西亚、泰国、越南、香港、澳门等国家

和地区近14万人次的病人慕名而来。

“现在，我们康复科每年平均给医院创

收2000多万，并且准备再扩建两个楼层。”

如今王玉龙也是各种荣誉和身份汇集

于身：香港中文大学硕士生导师，中国医师

协会康复医师分会常委，广东省康复医学会

常务理事、副秘书长……

当他向记者展示他所获得的部分荣誉

证书和聘书时，记者仔细数了一下，总共满

满6个抽屉。这是深圳市对王玉龙的认可，

是全国康复病人对王玉龙的认可。

“为每个在深的老乡健康保驾护航”

据王玉龙介绍，不完全统计，共有

720 多名安徽老乡奋斗在深圳的医卫战

线上。他们中很多人都成为相关领域的

泰斗或在业内享有极高的威望：例如深

圳市第二人民医院副院长王成友，在业

内被誉为“深圳外科一把刀”；福田区人

民医院心内科副主任张东辉，在心内科

领域堪称权威；还有罗湖区妇幼保健院

院长谭敏，还有……

“我们能在深圳作出成绩，这和家乡对

我们的培养是分不开的，因此我们也总想着

为家乡、为老乡回报些什么。往常，我们都

会和家乡的医院进行学术交流，分享先进的

理念和技术。同时，我们720多名在深圳的

安徽籍医务工作者还共同作出庄严的承诺

——‘为每一个在深圳创业安徽老乡的健康

保驾护航’！”

王玉龙：为老乡的健康护航

从打工仔变身为股评大师

1993年，大学刚毕业的徐泽林只身一

人南下深圳寻求发展。起初，他在工厂、商

场、物流公司都打拼过，1995年开始玩起了

股票。凭着对股市的热情，天生的灵气以及

执着的钻劲，几年后，已对股市略有心得的

他在老乡的带领下走入了证券公司。

徐泽林告诉记者，在那个年代，他曾经

在国内做过操盘手，考过了第一批注册证券

分析师，从此搭上了成为股评家的“快车”。

2000 年，中国股市走出持续上涨的牛市。

那时随着电视媒体的雨后春笋般的爆发增

长，“股评”节目慢慢走入人们的视野。

徐泽林曾经参与的较早一档电视股评

节目，在晚上12点半左右播出，节目时长只

有15分钟左右。有四位嘉宾提供观点，每人

“150个字”的标准“股评”都是提前录制好并

经过审核，节目播出时再配上嘉宾的照片。

这当时的“丁点点”的“股评”在一些投资者

看来也是如饮甘醇。

随着市场日渐受人关注，股评节目慢

慢遍地开花。徐泽林早期参与的那档电视

节目播出调整到了黄金时间，节目时长也延

长至1个小时。2004年，他当选中国10大最

受投资者信赖的证券分析师。

股评家要“摸着良心来做”

“股评其实是件挑战性挺大的工作，市

场每天都要检验股评家说的对与错，因此，

这个行业的淘汰率是非常高的。如果预言

总是一错再错，股民也会把你赶下台。”获

得执业证券咨询以来，徐泽林不仅被东南卫

视、湖南卫视、广东卫视等聘为专家评论员，

也在多家金融证券专业报刊上发表文章，甚

至还经常做客央视的财经节目。他认为，股

评家要“摸着良心来做，但求无愧于心。”

“我知道面对的是具体的投资者，身感

责任重大。有的投资者用买断工龄的五六

万元炒股，有的拿出积蓄炒股为了供孩子交

学费，”我“不敢乱讲话”，“不敢讲错话”，如

果说错了，会愧对“股评家”这份职业。

而今，随着财经问题的重要性日益突

出，股评的形式更加多样化，不少“股评人”

将眼光从股票市场转向了宏观经济等多个

层面，角色更像是“财经评论员”了。

非常看好合肥、皖江的前景

“作为安徽人，我始终关注家乡的发展

和建设。这些年来，我感觉家乡宿州的变化

并不很大，但合肥以及其他皖江城市的进步

让我感到惊讶。”徐泽林表示，据他观察和分

析，皖江城市带在中部地区的区位优势非常

明显，很多上市公司在皖江地区的投入近年

来也极为明显，皖江未来的发展不可限量。

“前景一片光明，但我希望家乡的地方

政府还需要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和政府服务

意识。此外，不能光指望房地产来带动经济

的发展，安徽还需要更多的实体企业和新兴

产业，这才能够实现可持续的快速发展。”

“作为安徽人，我肯定也想为家乡的发

展做些贡献。家乡生育、养育了我，只要家

乡有需要、有召唤，我会义不容辞贡献我的

力量。比如，我可以通过多年的积累，为家

乡的企业发展提建议、当参谋。”徐泽林说，

“目前，我还考虑在合肥投资购置房产等。”

徐泽林：非常看好皖江前景

档案 王玉龙

档案 徐泽林

他曾经是安徽医科大学附属医院最年轻的科主任，但他放弃了优越的岗位，来到深圳，一手创建了在全国业界享有盛誉的深圳

第二人民医院康复科；8年来，经他科室康复的病人已经超过百万之多，遍及全国各地和东南亚国家；他还和在深圳的720多名皖籍

医务工作者共同承诺：为每一个在深圳创业安徽老乡的健康保驾护航！ 记者 祝亮 莫文华

只要是老股民，对徐泽林这个名字就一定不会陌生，无论是各地方卫视的财经节目，还是央视的财经频道，都能经常看到他

的身影。但大家可能并不了解，徐泽林就是我们安徽宿州人。在深圳采访期间，本报记者有幸见到了这位明星级的老乡，采访了

他的成功经历以及对家乡发展的寄望。 记者 祝亮 莫文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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