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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前，王淼顺利完成博士
后出站答辩，选择继续留在重庆
市中医院工作。2018 年，王淼
进入重庆市中医院与成都中医药
大学联合设立的博士后科研工作
站学习，她的导师分别来自成渝
两地。有了成渝联合培养，共享
两地的科研平台，王淼的科研道
路更加广阔。

近年来，重庆利用自身优
势，多措并举促进中医药传承创
新发展。

“为提升中医药创新发展能
力，重庆加大对科研项目的支持
力度。”重庆市卫健委相关负责
人表示，重庆在推进急性脑梗等
脑病循证研究、成立市级中医药
循证医学中心建设专家委员会等
方面全面发力。

科技创新为重庆中医药事业
发展赋予了内驱力。截至目前，
全市建有3个中医药科研院所和
全国首个中药资源分中心，国家
级、市级中医药科研平台21个。

科技创新离不开人才，一直
以来，重庆市注重高层次人才的
建设，基本建立中医药人才队伍
建设框架。重庆通过持续推进独
立设置的重庆中医药学院建设、
开展首批中西医结合高层次人才
研修项目等，推进人才队伍建
设。截至目前，全市中医药从业
人员达 2.3 万人，有国医大师 2
名、全国名中医3名、全国“师
带 徒 ” 指 导 老 师 51 名 ， 国 家

“岐黄工程”人才计划145名。
8月11日，重庆市大足区中

医院举行“岐黄学者名医工作
室”揭牌仪式。岐黄学者方邦江
教授与大足区中医院院长陆俊刚
签订合作协议书，大足区中医院
胡浩、李国兵、韦伟等6名弟子
现场拜师。“希望大足区中医院
以此为契机，加强工作室建设，
进一步强化中医药人才培养，以
方邦江教授及其专家团队临床、
科研、学术等高层次平台为引
领 ， 立 足 新 起 点 ， 开 创 新 局
面。”大足区卫生健康委相关负
责人表示。

与此同时，重庆市结合中药
资源优势，持续推进中医药产业
化发展。重庆修订中医专科建设

管理办法、评估标准，新增中医
重点学科 25 个。现建有国家区
域中医 （专科） 诊疗中心 3 个、
国家中医药重点专 （学） 科 44
个，市中药研究院和市药物种植
研究所2家中药研究机构。2020
年，全市规模以上中药企业 51
家，产值超过10亿的有4家。全
市中药工业产值229亿元，占全
市医药工业产值的 1/3，其中中
成药产值 189.9 亿元，同比增长
3.4%，中药饮片产值 9.1 亿元，
同比增长11.4%。

“截至 2020年底，重庆市共
有中医类医院191所，占医院总
数的 22.24%。”重庆市卫健委相
关负责人说。

中医药法实施5年来，中医药守正创新、传承发展，让群众——

看中医更方便 用中药更放心
今年是我国中医药法实施5周年。5年来，中医药守正创新、传

承发展，让群众看中医更方便、用中药更放心。优质高效中医药服务

体系正在加快建设，基层中医药服务能力显著提升，中医药服务更公

平、更可及、更便利。

近年来，各地加快推进中医药特色人才建设，持续增强中医药传

承创新能力，积极推动中医药产业和健康服务业高质量发展。

7 月 28 日，湖南省湘西土家
族苗族自治州民族中医院“湖南
省名中医张涤儿科工作室”正式
挂牌，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
家、湖南省名中医、湖南中医药
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儿科主任医师
张涤教授在医院进行义诊。一上
午的时间里，他为70多名小儿患
者看病开方。

从医近30年，张涤坚持纯中
医治疗儿科疾病，尤其擅长治疗
小儿外感发热、咳嗽、肺炎、哮
喘等，已成为湖南省中医药界一
张闪亮的名片。不少患者为了
找他看病，不惜长途跋涉前往
长沙。“现在，工作室建在湘西
当地，我会常到湘西坐诊，患

者求医之路不再遥远。”张涤告诉
记者。

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当
天上午，张涤与湘西州民族中医
院两名副主任医师结成“师徒关
系”，以义诊为契机，进行临床诊
疗教学，讲解辨证论治过程，回
答难点疑点问题，传授丰富实用
经验，提升“新徒弟”们的诊疗
能力和水平，进一步缓解偏远地
区群众看病难看病贵。

“许多名医‘一号难求’，根
本原因还是中医人才太少，我们
希望通过师徒传承制，培养更多
医术高、医德好的医生。”张涤
说。自2016年起，他每月都会到
医疗力量和水平相对薄弱的县医
院、乡村卫生院进行助学带教，
开展义诊和知识讲座，带教进修
医师超过30人。

这是湖南加强中医人才队伍
建设，提升基层中医药服务能力
的一个缩影。全省中医名医团队
下基层已实现常态化，推动优质
中医药资源下沉扩容。根据规
定，每名省级名中医组建 1 个中
医药服务团队，定点服务 1 家基
层医疗卫生机构，每月至少下基
层服务 1 次，为基层医疗卫生机
构“师带徒”1 人。通过引导名
中医下沉到偏远地区乡镇卫生院
或中医药服务需求集中的基层医
疗卫生机构，开展专家坐诊、带教
查房和技术指导，培训基层中医药
人员，推广中医药适宜技术等。

湖南已实现基层中医药服务
全覆盖，全省社区卫生服务中
心、乡镇卫生院中医馆实现有场
地、有人员、有服务、有设施。
全省规范基层中医药服务行为，
对辖区基层中医药人员开展理论
和临床实践培训，确保基层中医
药人员每年理论培训不少于 100
学 时 ， 实 践 操 作 培 训 不 少 于 5
天，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乡镇卫
生院掌握20个常见中医优势病种
诊疗方案和 10 项中医药适宜技
术，社区卫生服务站、村卫生室
掌握6项以上中医药适宜技术。

截至 2021年底，湖南基层中
医药服务占比 30.53%，“中医药
服务基层全覆盖”重点民生实事
民意调查群众满意度达99.66%。

浙江省杭州市历史街巷河坊
街上，集聚众多老字号中医馆。
走进方回春堂，中草药香气扑鼻
而来。

进门处，不少市民排队等候
领取茶水。方回春堂河坊街馆常
务副馆长王丽芬介绍，以中草药
为原料的茶水清热解毒、生津止
渴、祛火除湿，深受广大市民的
喜爱。免费为过往行人施茶，方
回春堂已坚持了20余年。除了赠
送茶水，方回春堂还在端午节派
发香囊，在腊八节赠腊八粥，还
举办膏方节、参茸节、中医药文
化进校园等系列送医送药活动，
将中医药文化理念送到百姓身边。

在方回春堂中医馆二楼，每间
诊室外都有不少人在等候。“在杭
州，‘治未病’的理念深入人心，中
医热度不断增加。”王丽芬说。

杭州拥有千年中医药文化积
淀以及良好的民间中医氛围，目
前，全市有各类民营中医诊所堂
馆 1000 余家，其中中医类门诊
部、中医类医院近 300 家。创新
社会办医，星罗棋布的中医馆离
家近，成了许多百姓尤其是患有
慢性病的老年人的首选。

其背后少不了杭州市对社会
办医的支持。2017年，国家卫健
委、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在全国开
展为期 2 年的社会办中医试点工
作，杭州成为全国首批40个社会
办中医试点城市之一。杭州加快
办理社会资本举办中医医疗机构
的审批手续、提高审批效率，鼓
励其品牌化、商业经营连锁化发
展。2021年，杭州提出，加快推
进社会办医成规模、上水平发
展，鼓励医疗声誉高、社会效益
好的民营医院做高做强，其中指
出对于社会力量办医疗卫生机
构，与公立医疗机构一视同仁、
同等待遇，加强监管、扶优扶强。

“一视同仁”如何体现？杭州
积极支持各类中医诊所和中医门
诊部纳入医保定点范围，民营医疗
机构在用水、用电、用气、用热上也
实行与公立医疗机构同价政策。
王丽芬说，得益于政策扶持，方回
春堂从 2014 年前的 3 家中医馆规
模，拓展到如今拥有 18 家全直营
医馆，成为百姓家门口的中医馆。

放眼浙江，作为中医药资源
大省，浙江也是较早开展中医药
地方立法的省份之一，近年来一
直持续探索中医药传承创新发
展。浙江借助民营经济发达优
势，着力推进社会力量发展中医
药服务，鼓励和引导社会资本举
办中医医疗机构。通过合理规划
社会办中医医疗机构、放宽社会
资本准入门槛、推进中医门诊部
连锁发展等一系列有利于社会办
医的政策措施，逐渐建立起以公
立中医医疗机构为主导、非公立
中医医疗机构加快发展的运行规
范、竞争有序的多元化办医格
局，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多层次多
元化的中医医疗服务需求。

每年的干旱时节，宁夏回族
自治区固原市原州区三营镇的五
百亩黄芪田喝不到一点雨水，但
负责人杨全胜丝毫不急。“你问为
啥？”他一指黄芪苗，“拔出来看
看就知道了。”

拔出一株小苗，只见叶子丰
润，根部细密绵长，上手一摸，
还带着水气。这些水气，来自于
根 系 旁 汩 汩 涌 水 的 滴 灌 管 道 。

“别看土壤表层干旱，里面可一
点儿不缺水。哪怕较长时间不下
雨，也不影响收成。”杨全胜自
信地说。

原州区位于六盘山脚下，海
拔高、黄土层厚，为黄芪这样的
喜凉作物育苗提供了良好条件。

“育种育苗是中药材产业的第一
环，黄芪苗娇嫩，对环境的要求
很高。”杨全胜介绍，育苗基地
从 5 月份开始下苗，仅过去 3 个
多月，黄芪就长出了 50 厘米长
的根系，“种苗长势好，不仅是
因为黄芪苗喝水喝得饱，还因为
喝得好。”

记者跟随育苗基地的工作人
员走进控水车间，打开滴灌管道
阀门，“轰隆隆”的机器声中，水
流带着磷酸钾等肥料进入15厘米
深的土层之下，直入苗木根系。
使用水溶性肥料的水肥一体化技
术，节约肥料的同时又省了劳动
力。“技术是核心，绿色是底色。
水肥一体化可以精确配置需要的
营养成分，保障作物不同生育期
的养分需求。”

滴灌技术保证了品质，还
提高了效益。原先一亩地育苗
需要 300 立方米的水，如今只用
220 立 方 米 ， 省 下 近 30% 的 水
费。近几年黄芪市场旺盛，育
苗 基 地 的 优 质 苗 种 供 不 应 求 ，
一 年 光 纯 利 便 有 400 多 万 元 。

“如今，中药材种植已经成为群
众致富的金‘药’匙。每年黄芪
收割季，光我们镇就能带动村
镇劳动力 300 多人，贡献劳务收
入 120 万元。”原州区三营镇镇
长马成龙说。

“只有育出好苗子，才能种出
优质药材，卖上好价格。”固原市
中药材产业协会秘书长王玉富站
在黄芪田里，手拿一束长势最好
的“一等苗”向记者介绍，“黄芪
中药材是宁夏六盘山区栽培历史
最长、规模最大、技术最成熟且
普及的中药材。今后，进一步培
育高品质的种苗，正需要滴灌这
样的新技术。”

“宁夏药材千斤挑，固原独挑
六百斤。”今年5月，固原市发布

《固原市中药材产业发展“十四
五”规划》，实施农药化肥减量增
效行动，推广水肥一体化精准管
理、精准测土配肥、有害生物绿
色防控等技术，推进中药材产业
绿色发展。到2025年，植物类中
药材生产面积将达到50万亩，中
药材生产 （种植、养殖） 实现产
值15亿元。

在深山中，吉林省通化市柳河县
采参人李东江半跪在地上，用工具和
手一点点将人参和泥土剥离。“这样能
最大限度保证人参根须完整，品相好
看。”人参是名贵中药材，一根参挖几个
小时甚至几天，是采参人的常态。

祖孙三代从事人参行业的李东江
可谓是当地人参产业发展的见证者。
吉林省长白山区种参历史悠久、区位
优势显著，目前，当地人参产量占世
界总产量的 70％左右，2021 年，吉林
省人参全产业链总产值突破600亿元。

得天独厚的自然优势已发展成标
准化的现代产业。如今在吉林省，常
见的人参种类除了生长在林间的林下
参、野山参，还有种植在田地中的人
参。“人参喜欢啥样光，啥坡才能长得
好？以前全靠自己种玉米、大豆的经
验里摸索。”吉林省白山市濛江乡四海
村参农刘志刚说。种参伊始，刘志刚
地里的光景并不理想。

近几年，濛江乡依托科技部门技
术支持，探索改土种参的新技术，组
织农业科技人员深入 18 个行政村采集
土样，为标准化种参提供参考。“咱参
农也有了培训班、指导员。”刘志刚
说。乡里提供技术指导，对主要种植
作物施肥用量提出建议，在各村设立
测土配方公示牌，深入田间地头解答
参农疑惑。“别小看地里这个小拱棚，

它能提供斜射光、散射光，让人参在
夏天也能避暑遮阳，好好长！”刘志刚
告诉记者，4年来，他种参累计收入10
多万元。

除了传统的整根销售，吉林人参
产业也在寻找精深加工新路径。截至
目前，仅在通化市，便开发了5大系列
800 多种人参产品，通过 SC （食品
生产许可） 质量体系认证130种。

小小人参推动了吉林中医药产业
的蓬勃发展。2021 年，吉林省人参全
产业链总产值突破600亿元人民币。日
前，吉林省发布 《关于加快推进全省
人参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提
出加强人参种质资源保护、打造人参
品牌、培育市场主体等举措。支持人
参产业标准化种植、种质资源保护、
检验检测等，推动人参在食品、保健
品、化妆品等领域多元化开发利用。

《意见》提出，到2030年，吉林省人参
产业总产值力争突破 1000 亿元，成为
当地农业新兴支柱产业。

此外，利用区位优势，吉林还做
起了“参旅”融合文章。吉林多地探
索人参博物馆、人参旅游线路、人参
工厂参观等方式，形成集人参、文
旅、康养于一体的人参产业融合发展
格局。地处柳河县的野山参风景区，
冬季可看雪，夏季可挖参，年接待游
客可达10万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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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刘以晴

▼浙江省淳安县第一人民医院医共体千岛湖社区分
院内，医生在给市民贴“冬病夏治”三伏贴。

汪建林摄 （人民视觉）

▼浙江省淳安县第一人民医院医共体千岛湖社区分
院内，医生在给市民贴“冬病夏治”三伏贴。

汪建林摄 （人民视觉）

▲重庆市永川区三教镇卫生院邀请小学生走
进中医馆参观。 陈仕川摄 （人民视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