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饮凉茶、喝靓汤、吃药膳、讲养生

……在广东，中医药文化深入人心，

中医药的发展也在不断传承创新，焕

发出新的生命力。

守疗效之正
传经典之方

“中医讲究辨证论治，更关注的

是得病的人，而不仅仅是人得的病。

即使都是咳嗽气喘的表征，开的方子

也会不一样。”去年 2 月，广东省中医

院中医经典科主任颜芳抵达武汉一

线，刚到汉口医院，就跟团队用了半

天时间查房，了解每个病人的不同情

况，研究具体的治疗方案。

有少数病患从半信半疑到心服

口服，其转折点就在于疗效。颜芳

说，“经过抗击新冠疫情中的实践，越

来越多的人看到了中医的价值。”

2010 年 ，广 东 省 中 医 院 成 立 中

医经典病房，这是一所运用中医经典

理论和名家经验治疗各种急危重症

和复杂疑难病的探索性病房。“当时

谁都不知道能不能做好。”颜芳说。

“中医必须遵照自己的规律，让

经典回归临床、临床回归经典，才能

守住中医文化的根。”熟读《黄帝内

经》《伤寒杂病论》等经典，钻研古代

名方，再与临床实践相结合，成了颜

芳与同事们精进医术的工作日常。

历经 10 年的探索和历练，止痛

用针灸、治疗急性心衰用纯中药等，

都 成 为 了 中 医 经 典 病 房 的 治 疗 常

规。“中医好不好，关键看疗效，这是

根本，是最要守住的东西。”

除此以外，广东省中医院还创办

传统疗法中心，汇集全国名老中医、

名家名派多种中医疗法，着力挖掘整

理各类中医特色疗法，并在临床中推

广应用。2009 年，该院启动了“杏林

寻宝”活动，从全国各地基层医生中

搜寻散落在民间的各种中医技术与

疗法。

“很多民间疗法传承了中医古老

的理念和方法，但有时只在家族、个

人医馆中传承，逐步被边缘化，甚至

断代了，这是巨大的损失。”该院名医

工作室主任老膺荣多年负责“杏林寻

宝”项目，“安全、有效是我们的原则，

只要符合这两点，我们就主动吸收、

学习。”

需求为导向
服务更完善

“未病先防、已病防变、愈后防

复”的防病治病理念是中医的一贯坚

持。随着中医重视预防保健的理念

深入人心，“治未病”也成了越来越多

人的健康需求。

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治

未病门诊科室内，十几张床上躺满了

来做理疗的人。有的身上扎着针，有

的在做艾灸，门口的问诊台还排着队。

“身体有什么不舒服？睡眠好不

好？”医生许洪伟忙活不停，一边说

着，一边将手指头搭在患者的手腕上

把脉，还不时看看舌苔，“一天就看好

几十个人，早上 8 点就有人等着，有

时晚上 7 点还没结束。”

“治未病门诊的主要目的，就是

帮助人们提升身体健康状态，让一些

在亚健康状态的人群能够恢复健康

状态，或者帮患病人群减缓疾病症状

或复发等。”据治未病科负责人邝秀

英介绍，别看现在门庭若市，在科室

成立之初，看治未病门诊的人数屈指

可数。直到有患者从中获益，口口相

传，门诊人数开始多了起来。

“之前睡眠不太好，总是觉得乏

力头昏，听说这个门诊可以调理，我

就想着来试试。以前是有病才到医

院来，现在观念变了，没有生病也得

预防。”提前在网上预约挂号的吴先

生在一个多小时的调理之后，总是通

气不畅的鼻子也舒服了许多，“在网

上预约时间，开了药也可以配送到

家，省了等待的时间，太方便了。”

“医院除了治未病门诊，还通过建

设互联网医院，让患者足不出户就可

以享受到远程咨询、远程会诊、检查

预约、制剂配送等一系列医疗服务。”

广州中医药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副书

记章遐义表示，“创新中医药医疗服务

模式，还是要以群众需求为导向。”

据了解，近年来广东中医药服务

体系日益完善，服务能力不断提升。

到 2020 年末，广东省已建成 184 个中

医“治未病”服务平台，中医“治未病”

年服务量近 2000 万人次。全省有中

医医疗机构（含村卫生室）2.3 万家，

全省医疗机构中医诊疗服务人次 1.8
亿，已建设 1715 个基层中医院，中医

药服务覆盖全省 100%的乡镇卫生院

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基本形成基层

中医药“15 分钟服务圈”。

中西医结合
产学研一体

佛山自古习武风气浓厚，历史上

武馆曾多达 400 多家，习武难免出现

跌打损伤的情况，故而中医正骨的底

蕴也非常深厚。

前不久，家住清远市的张女士带

7 岁 的 儿 子 来 佛 山 市 中 医 院 复 查 ，

“ 之 前 孩 子 在 学 校 玩 闹 ，胳 膊 骨 折

了。听说这里的中医正骨很有名，我

们就立即赶来。医生先摸骨，再进行

手法复位，最后用夹板固定，很快就

让骨骼正位了。”

主治医生符名赟看了拍的片子，

表示骨头愈合得不错，这让张女士放

下心来。“中医的望闻问切是宏观辨

证，西医中的影像、病理是微观辨证，

中西医结合，能让患者得到最合适的

治疗。”符名赟认为，中医的发展应当

与现代社会接轨，与西医优势互补。

看 完 医 生 ，张 女 士 带 孩 子 去 取

药。不同于传统中医处方的大包小

包药材，张女士只带回一个圆形小

盒，里面搭配了五味中药饮片浓缩提

取的颗粒。每次服药，只需要打开

其中一格，用开水冲调这些小小颗

粒即可。“现在喝中药真方便。”张女

士说。

这种中药配方颗粒由一方制药

公司生产。这家拥有几十台现代监

测分析仪器和现代化生产线的企业，

采用新技术，将中药材提取、浓缩、制

粒。总经理程学仁表示，为了让中药

高质量发展，企业必须从源头抓起，

致力于中药全产业链发展。从中药

材种植基地、药材安全性检测和成分

含量测定，到中药炮制规范流程等，

都必须运用现代化的设备仪器，加以

科学严格的管理。

“中 医 药 发 展 的 前 景 越 来 越 广

阔，必须要加快推进产学研一体化建

设。”广东省卫生健康委副主任、省中

医药局局长徐庆锋介绍，目前，广东

形成了一批实力居于全国前列的中

药骨干企业和龙头产品。2019 年，广

东省中药工业实现营业收入 614.27
亿元，约占全国中药市场规模的 10%，

中药消费市场在全国名列前茅。

为了支持“岭南中医药现代化专

项”，广东省财政投入 1 亿元，“金蓉

颗粒”和“蛇床子总香豆素软膏”分别

于 2018 年、2019 年，获批中药新药注

册上市。此外，“青蒿素哌奎片”获得

40 个国家专利授权，提升了中医药

文化的国际影响力。

“传承不泥古，创新不离宗。”徐

庆锋表示，要发挥中医药独特优势和

作用，推动其传承创新发展，让中医

药高质量发展之路行稳致远。

广东促进中医药高质量发展

传承不泥古 创新不离宗
本报记者 吴 冰 姜晓丹

■一线探民生
保障人民健康②

R
核心阅读

广东充分发扬中医
药传统，持续推动中医
药发展：通过成立中医
经典病房、创办传统疗
法中心、搜寻民间疗法，
更好地传承中医经典；
根据群众的健康需求设
立治未病门诊，设立互
联网医院促进服务升
级；与西医优势互补，采
用高新技术，加强学术
研究，让中医更好地适
应现代社会，在创新中
实现高质量发展。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做好

中医药守正创新、传承发展工作，

建 立 符 合 中 医 药 特 点 的 服 务 体

系、服务模式、管理模式、人才培

养 模 式 ，使 传 统 中 医 药 发 扬 光

大。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

指导我们从制度机制层面去解决

中医药传承发展中存在的关键问

题，为新时代中医药振兴发展提

供了根本遵循。

党的十八大以来，在党中央、

国务院的高度重视下，中医药发

展的顶层设计和制度安排不断完

善。 2015 年 2 月，习近平总书记

在调研西安市雁塔区二○五所社

区中医馆时指出：“很多患者喜欢

看中医，因为副作用小，疗效好，中草药价

格相对便宜。”随着有利于彰显中医药特

色优势的政策机制不断建立完善，中医药

在治未病、重大疾病治疗、疾病康复中的

重要作用进一步得到发挥。特别是面对

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中西医结合、

中西药并用，产生了很好的效果。深化医

改中同部署同落实中医药改革发展工作，

放大了医改惠民效果。公立医院改革、医

疗联合体建设、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等政策

中充分体现中医药特点，丰富了中国特色

基本医疗卫生制度的内涵。中医药特色

服务项目纳入医保支付目录、提高中医药

服务医疗价值的报销比例、建立符合中医

药特点的医保支付方式等政策，增强了人

民 群 众 对 中 医 药 服 务 的 获 得 感 和 满 意

度。尤其是山东威海、广西柳州、福建泉

州等地在医保政策机制改革上

的有益探索，让更多群众在享受

中医药服务同时减轻医疗费用

负担。

在 全 方 位 全 周 期 保 障 人 民

健康中，打造中医药和西医药相

互补充、协调发展的中国特色卫

生健康服务模式，把中西医各自

的特色、优势、作用发挥到最大、

最充分、最有效益和活力，发挥

中医药“简便验廉”的特色优势，

解决群众“看病难”“看病贵”问

题，为人民群众提供更高质量的

健康保障，为破解医改这一世界

性难题提供“中国方案”。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

把保障人民健康放在优先发展

的战略位置，大力发展中医药事

业。要求我们立足新发展阶段，

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

局，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

策 部 署 ，以 服 务 人 民 健 康 为 中

心，以传承精华、守正创新为主

线，以深化改革、完善制度为动

力，坚持发挥中医药特色优势和

多元价值作用，坚持突出中医药

医疗服务核心价值，以“十四五”

谋 篇 布 局 和 启 动 实 施 中 医 药 振

兴发展重大工程为抓手，进一步

建立健全中医药法规、政策举措、管理体

系和适合中医药发展的评价体系、标准体

系，在医保政策、价格机制、投入保障等制

度机制改革中鼓励和引导中医药服务提

供和使用，通过改革为中医药振兴发展注

入活力，推动中医药特色发展、内涵发展、

转型发展、融合发展。围绕以较小投入、

较低费用取得较大健康收益的目标，发挥

国家中医药综合改革示范区、国家中医药

综合改革试验区、全国基层中医药工作示

范市（县）等示范带动作用，通过各地先行

先试不断探索总结经验成果，进一步发挥

中医药独特优势和价值作用，为健康中国

建 设 、增 进 人 民 群 众 健 康 福 祉 作 出 新

贡献。

（作者为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局长，本

报记者王君平采访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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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暖相册R

6 月 1 日早上，天安门广场，从 3000 多

公里外的新疆塔城来到首都北京参加升旗

仪式，沙勒克江·依明一家掩饰不住内心的

兴奋。

今年 75 岁的沙勒克江·依明是新疆塔

城市新城街道哈尔墩社区的维吾尔族居民，

从 2009 年开始，他坚持在自家小院升国旗，

一年四季从未间断。如今，参加他家升旗仪

式的人越来越多，其中不乏附近的汉族、维

吾尔族、哈萨克族居民。小院不仅是培育良

好家风的舞台，也成了增进民族团结的阵

地、爱国教育的讲台。如今，沙勒克江·依明

带着儿子和孙子来到北京，与解放军仪仗大

队国旗护卫队一起交流互动。

在国旗护卫队荣誉室里，国旗护卫队队

员袁晋爽为远道而来的客人们讲解起一面

面特殊的国旗和旗帜背后的动人故事。鲜

艳的五星红旗见证了“国旗卫士”们的成长

历程，而对沙勒克江·依明来说，国旗情怀也

早已融入他的升旗生涯。沙勒克江·依明不

仅向官兵们学习升旗动作，还与官兵们一同

开展爱国主义教育和民族团结宣讲，用质朴

的语言、身边的典型事迹和自己的切身感悟，

讲述民族团结一家亲的感人故事。“我们要坚

定听党话、跟党走，做好民族团结工作，为新

时代做出更大的贡献。”沙勒克江·依明说。

“听沙勒克江老人讲了他们的升旗故

事，我备受鼓舞。对我们而言，每一次升旗、

每一个哨位，都是我们的战场。我们守护的

是国旗，升腾的是中华儿女心中的信仰。”袁

晋爽说。

解放军仪仗大队教导员孔德玺说：“沙

勒克江·依明老人一家虽远在边疆，却始终

心系国旗、关心国防建设。他们的感人事迹

激励全体官兵坚定理想信念，牢记初心使

命，更好地肩负起护卫国旗的神圣职责。”

这次来北京，沙勒克江·依明还带来了

新疆人民的礼物：维吾尔族特色花帽，哈萨

克族手工挂毯，和来自塔城市第二小学师生

共同创作的卷轴画。临别之际，沙勒克江·
依明老人的两个孙子将卷轴画送给国旗护

卫队官兵，说这是他们度过的最有意义的

“六一”儿童节。

无论是身处天安门广场的国旗护卫队

官 兵 ，还 是 坚 守 西 北 边 陲 的 沙 勒 克 江·依

明 老 人 ，每 一 名 国 旗 守 护 者 ，都 将 对 国 旗

和祖国的热爱融入血脉，用行动护卫国旗

形象，用心守卫国旗尊严。“这次活动汇聚

起天山南北各族群众深厚的爱党、爱国情

怀，激发各族群众感党恩、听党话、跟党走

的蓬勃力量。”塔城地委新闻中心办公室主

任鲁飞说。 （邱婧参与采写）

同升一面旗 共爱一个家
——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个人沙勒克江·依明

与国旗护卫队交流互动侧记

本报记者 杨 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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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智勇 许丹旸 周春媚

做好中医药守正
创新、传承发展工作，建
立符合中医药特点的服
务体系、服务模式、管理
模式、人才培养模式，使
传统中医药发扬光大

■民生观R

龙舒洋今年 9 岁，来自湖

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花

垣 县 边 城 镇 火 焰 土 村 。 2019
年 9 月，她随家人一起搬迁到

镇里的易地扶贫搬迁安置区，

开始新的生活。

龙舒洋的父母长年外出打

工，她和姐姐在家由爷爷奶奶照

顾。搬进安置区后，龙舒洋一家

的生活越来越好。在家里，她

和姐姐经常主动帮助爷爷奶奶

做力所能及的家务，如洗菜、煮

面、洗衣服等。在新学校里，老

师和同学们对她都很好。她不

仅学习成绩越来越好，还新交

了许多朋友。放学回家或节假

日，她和小伙伴们经常在安置

区里一起玩游戏、做运动，玩得

很开心。

上图：龙舒洋的奶奶和姑

姑在新家门前帮她整理头发。

左图：龙舒洋（右）在易地

扶贫搬迁安置区和小伙伴一起

玩耍。

龙恩泽摄（人民视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