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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突发呼吸道病毒，新冠病
毒流行感染给经济社会发展带来严
重危害。3 年来，新冠病毒不断变
异，对疫情防控提出新挑战。

结合国内外疫情防控的实践与
数据分析，奥密克戎病毒株传染性
强，重症发病率与病死率降低。最
近一个月，国家出台一系列政策措
施，对有效防控新冠疫情意义重
大。如何避免病毒感染，有效提高
防疫质量，成为社会广泛关注的重
点。我们认为，进一步发挥中医药
防治作用，有效降低冠状病毒感染
率，改善临床症状，提高治愈率，
仍然是防控新冠病毒感染的重点工
作之一。

高度重视、深刻认识各种病毒、
细菌致病的长期性、复杂性，科学把
握突发流行性传染性疾病发病特征、
演变特点与防治规律，是我们医疗卫
生行业的责任和使命。中国五千年
文明历史，就是和疫病不断抗争的历
程，从西周到清末民国，大疫流行超
过 500 次，基本是数年就有新发疫病
流行，流行的特点是“五疫之至，皆相
染易”，致病程度甚至“家家有僵尸之
痛、室室有嚎泣之哀”。恰恰是中医
药从伤寒六经辨证、温病卫气营血、
三焦辨证、瘟疫表里九传辨证等理论
与方法的不断实践与创新，有效地指
导了中国人防疫治病，护佑了中华民
族繁衍昌盛。

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近5版
《新冠肺炎防治方案》明确了中医药
防治方法，三方三药临床推广应
用，中医药防控新冠疫情发挥了一
定作用。但中医药防治疫病优势作
用尚有待充分发挥，特别是预防新
冠病毒感染的作用亟待社会形成广
泛共识。

全面提高对中医药防疫重要性
和必要性的认识，切实避免“冠状病
毒妖魔化”“中医药虚化”的倾向，进
一步发挥中医药防治新冠病毒感染
作用，能够提高新冠病毒感染防控
能力，提高公众主动防疫能力和维
护健康水平，从而有效减少疫情给
人民、社会、国家带来的各种损失。

首先，致力预防病毒感染。随
着奥密克戎病毒株不断变异，其致
死率、重症率下降，然而其传染性
增强、感染人群增加，因此主动预
防十分必要。中医药预防疫病注重
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避毒。《黄帝内经》强调“避
其毒气，天牝从来”。鼻为肺之窍，是
气体出入的通道，也是疫疠之气侵犯
人体的主要途径。《瘟疫论·原病》曰：

“凡人口鼻之气，通乎天气……本气
适逢亏欠，呼吸之间，外邪因而乘
之。”因此，佩戴口罩、保持社交距离，
防止病毒通过口鼻而入，是预防疫病
的有效方法。《串雅内外编·禁方》记
载：“凡入瘟疫之家，以麻油涂鼻孔
中，然后入病家去，则不相传染。”
亦可用雄黄、阿魏等中药粉末塞于
鼻腔以避毒。《医方考·瘟疫门》 指
出：“凡觉天行时气，恐其相染……
以雄黄豆许，用绵裹之，塞鼻一
窍，男左女右用之。或用大蒜塞鼻，
或用阿魏塞鼻皆良。”可见中医非常
重视大蒜的避毒作用。

二是祛毒。若毒邪渐盛，宜主
动驱除毒邪，可适当选择艾条香
薰、佩戴香囊、闻药香贴等，也可
用香薰、艾灸等方法驱除毒邪，常
用艾叶、苍术、白芷、木香等芳香
类药物，借助药物燃烧产生的烟
气，芳香辟秽，驱除毒邪，避免感
染。艾灸能扶助阳气、温通经脉、

避秽散毒。唐代孙思邈 《备急千金
要方》载：“凡入吴蜀地游宦，体上
常须两三处灸之，勿令疮暂瘥，则
瘴疠温疟毒气不能著人也，故吴蜀多
行灸法。”艾灸迎香、地仓、气海、
关元等穴位，有利于扶正祛邪。

三是防毒。注重饮食有节、起
居有常、精神调畅、适当运动，使
身体处于精充、气足、神旺的状
态，同时结合病毒的特点，与季节
时间、所处地域与人群体质特点，
选择适当的中药处方调理预防，所
谓“正气存内，邪不可干”。

近3年来，各地中医管理部门与
专家学者提出许多预防方药，可结
合实际参考应用。若感染了病毒，
可根据病毒致病的临床特点选择不
同中药治疗，如能在中医师指导下
选方用药则更加理想。要注意无症
状感染者并不是没有症状，中医十
分重视“观其脉证、知犯何逆，随证
治之”，深入分析恶寒（怕冷）、发热、
身痛、鼻塞流涕、咳嗽、咳痰量与色、
咽痛、恶心、呕吐、腹泻与舌象、脉象
变化等不同情况，辨证论治，结合
三方三药的适应症，疏风解毒胶
囊、藿香正气胶囊 （水）、荆防败毒
散、小柴胡颗粒等均可酌情使用，
实现抑阳转阴、改善症状、控制病
情发展，提高治愈率。

中医药预防和治疗新冠病毒感
染，疗效确切，简便验廉，是中华
民族的宝贵财富，有利于防控疫
情、维护人民健康，有利于高质量
发展与促进健康中国建设。我们要
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进
一步发挥中医药在新冠肺炎疫情防
控中的重要作用，力争再立新功。

（作者为国务院参事室特约研究
员、中国中医科学院原院长）

四川省洪雅县纪委监委聚
焦群众反映的看病贵和医保领
域存在的问题，组织督查组深
入各医疗机构，通过明察暗访
收集问题线索，做到发现一起
查处一起，为群众放心就医保
驾护航。

图为近日，该县纪检监察
干部在一家镇卫生院向就医群
众了解医院收费和医保报销方
面的情况。

姚永亮摄

本报北京电（记者杨彦帆） 国务院联防联控机
制近日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中西医结合医疗服务
保障有关情况。国家卫生健康委新闻发言人、宣传
司副司长米锋说，十条优化措施出台后，国务院联
防联控机制相关部门又陆续作出工作部署，强调优
化就医流程，发挥医联体作用，也对发热患者就
诊，居家隔离治疗，以及老年人、孕产妇和儿童健
康服务等提出了明确要求。要加强发热门诊设置，
鼓励医疗机构开展互联网线上咨询诊疗；开展好健
康监测，对重点人群实施分级分类管理；坚持中西
医结合、中西药并用，为群众做好医疗服务保障。

“做好医疗资源的准备，可以说是做好下一阶
段医疗服务工作的‘先手棋’和‘关键棋’。”国家卫生
健康委医政司司长焦雅辉说，目前已指导各地加强
医疗资源的准备和建设，包括进一步做好发热门诊
的建设、加强定点医院医疗资源的准备、二级医院

重症资源的准备、三级医疗机构重症资源的扩容和
改造等。

据介绍，目前，全国的重症医学床位总数是
13.81 万张，其中三级医疗机构重症医学床位是
10.65 万张。重症医学床位接近 10 张/10 万人的水
平。重症医学的医师总数是 8.05 万人，“可转换
ICU”储备医师 10.6 万人，重症专业的护士是 22 万
人，另有“可转换ICU”护士是17.77万人。

焦雅辉表示，要以地市为单位，按照城市的人
口规模，把方舱医院升级改造成亚定点医院。此
外，要求三级医院综合 ICU 要达到床位总数 4%的
比例。对于各个专科ICU，要按照综合ICU的标准
来进行扩容改造和建设。再按照床位总数4%的比例
改造可转换ICU床位，需要的时候，可以在24小时
内迅速转换成重症ICU的资源，保证综合ICU和可

转换 ICU 能够达到医院床位总数的 8%。按照现在
床医比和床护比，再额外扩充 20%到 30%的医疗力
量作为重症力量的补充。“所有这些扩容和改造工
作，要求各地务必在12月底之前完成。”

发布会上，焦雅辉说：“以往大家觉得核酸阳性
了都是到定点医院就诊，接下来所有的医疗机构都
要接诊核酸阳性患者。不用再担心核酸阳性了医院
不接诊，这个是不允许的。从现在开始，所有的医疗
机构都要做好这方面准备。”

“临床实践证明，中医药及中西结合救治的效果
是显著的，特别是能够显著改善新冠肺炎患者发热、
咽喉疼痛、咳嗽、乏力等症状，在缩短核酸转阴时间
等方面具有很好的优势。”北京中医医院院长刘清泉
介绍，总的来讲，凡是具有疏风清热、化湿解毒、
清瘟宣肺这样功效的治疗感冒的中成药，对于当下
奥密克戎都是有非常好的疗效。

当前，如何利用好中医药的特色优势？“中医
药系统也要主动识变应变，更好地适应疫情防控的
需要。”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医政司司长贾忠武介绍，
根据目前新冠肺炎感染者以无症状感染者和轻型患
者为主的特点，鼓励各省份总结当地的疫情防治经
验，结合当地的气候条件，以及当地中药供应的可
及性等因素，修订当地的中医诊疗方案。国家中医
药局也在制定“居家中医药的防疫干预指引”，对大
家服用药物作出指导。

北京朝阳医院副院长童朝晖表示，无症状感染
者不需要治疗，轻型感染者有一些轻微症状，比如轻
微咳嗽、中低热或者嗓子不舒服，可以对症处理。如
果高热 38.5℃以上，可以服用退烧药或者清热解毒
的中成药。当出现高热不退，呼吸频率加快、胸闷气
短等症状时，应及时到定点医院接受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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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要求——

做好中西医结合医疗服务保障

近年来，广西壮族自治区农业品牌建设力度空前，打造“桂字号”农
产品品牌发展进程加速。在广西各级各部门、行业协会和市场主体的

积极探索与共同推动下，农业品牌建设发展基础日益夯实，推进机制不

断发展，营销推介创新有力，农业品牌溢价效应逐步显现，区域公用品

牌、企业品牌、产品品牌协同发展，形成全区推进、多点突破、全面开花

的发展格局。

一批“桂字号”农业品牌在全国脱颖而出。2022年，永福罗汉果、荔

浦砂糖桔等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入选全国农业品牌精品培育名单；融

安金桔、横州茉莉花入选全国农业品牌创新发展典型案例农产品区域

公用品牌名单，广西杨翔入选全国农业品牌创新发展典型案例企业品

牌名单，入选数量居全国第二。容县沙田柚等12个广西品牌入选2022

中国品牌价值区域品牌百强榜，入选数量居全国第一；百色市打造“百

色芒果”品牌，推动小芒果成就大产业。

打造品牌集群，品牌整体实力不断提升

2022年，开展广西农业品牌目录征集工作，认定 92 个品牌，累计
认定 5 批次 503 个品牌，其中，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86个、农业企业品
牌 164个、农产品品牌 253个，总产值 1484亿元，品牌总价值超过 4450
亿元。

坚持特色引领，带活一方农业品牌建设

广西各地按照“打造一个品牌、带活一个产业、富裕一方农民”的思
路，依托资源优势，突出规划引领，统筹推进品牌工作，带动特色产业快
速发展。2017年，广西启动实施广西特色农产品优势区创建认定，坚持

“一个特优区塑强一个区域公用品牌”，鼓励各地打造一批地域特色鲜
明、市场竞争力强的特色农业品牌。强化品牌培育，将品牌打造作为加
快建设现代农业产业园、农业产业强镇、特色产业集群、地理标志保护
项目的重要任务，持续推进农业绿色化、优质化、特色化、品牌化，有力
夯实农业品牌基础。截至目前，50个广西特优区项目县农产品累计通
过绿色食品认证面积 310.48 万亩，通过认证产品 337.94 万吨，产值约
92.068亿元。创建特优区后，百色市田阳区“壮乡红”番茄品牌不断释
放品牌效应，2020年产值达16.2亿元，2021年突破18亿元。

夯实品牌质量根基，打造绿色优质农产品品牌

截至目前，广西有效期内“三品一标”总数为2417个，其中，无公害农
产品1099个、绿色食品998个、有机产品155个、农产品地理标志165个。
地理标志农产品种植面积650多万亩，畜禽养殖8820多万头（羽），总产值
450多亿元，带动约77.4万农户增收1.99亿元。6个地理标志产品进入

“全国区域品牌（地理标志）”100强，12个地理标志产品列入中欧地理
标志产品互认互保名录。恭城月柿等品牌持续扩大出口规模，芳林
马蹄年出口创汇 8000万美元，带动广西品牌农产品开拓海外市场。

创新品牌宣传推介形式，塑强“桂字号”品牌形象

2022年，在各级各类媒体平台开展玉州三黄鸡等品牌宣传680次，
累计传播到达14.8亿人次；举办“给世界一杯好茶”——2022年广西茶
叶品牌推介会，指导全区各地举办“灵渠古韵美，兴安葡萄甜”广西农产
品区域公用品牌兴安葡萄推介会、桂平·麻垌荔枝文化节、2022年广西
庆祝中国农民丰收节主场活动暨中国（平南）富硒石硖龙眼节、小龙虾
品鉴活动等品牌宣传推介活动。组织好广西庆祝中国农民丰收节“1+
7+N”系列活动。在媒体平台播出丰收节特别节目；在百色市右江区等
7地举办自治区层面丰收节主场活动；在广西各地同步开展庆丰收活
动，包括“印迹乡村创意设计大赛”“丰收中国万里行”等。2022年，广
西累计举办各级丰收节活动 300 多场，参与人数超 400 万人次；开展
金秋“消费助农”直播活动超 100 场，累计观看人数300万人次，累计销
售额超 2 亿元；广西防城港市北部湾开海节、钦州市蚝情节、中国（平
南）富硒石硖龙眼节入选全国 100个丰收节庆特色活动名单。活动已
成为广西展现民俗文化、推动乡村旅游的重要载体和平台。

数据来源：广西壮族自治区农业农村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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