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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中医药报官方号”

广东深圳，一座为创新而生的城市，
以一个又一个“第一”为中国改革发展创
新探路，成为人们心目中的“创新之城”。

广州中医药大学深圳医院就坐落在
这座“创新之城”中。党的十八大以来，广
州中医药大学深圳医院以创新驱动高质
量发展，用7年时间实现了从区属医院到
广州中医药大学直属附属医院，从二甲医
院到三甲医院蝶变，并成为全国首家五星
级中医院。

聘专家不只为看病

2012年以来，广州中医药大学深圳医
院聘请了周岱翰、沈宝藩等国医大师以及
多位省级名中医作为医院发展的学科顾
问，并为每个临床学科聘请一名首席专家。

“我们聘请专家的主要目的不是让他
们出诊。而是为了带队伍、建学科，依靠
专家的力量培养出一支高水平人才队伍，
建设一批高水准的临床科室。”广州中医
药大学深圳医院院长张天奉表示。

沈宝藩也非常赞成张天奉的观点，
“专家在临床上服务的患者是有限的，但

通过专家力量，建强人才队伍，建设重点
专科，提升医院整体服务水平，才能更好
地服务患者。”

在这一创新理念的指导下，广州中医
药大学深圳医院名中医馆承载了更多功
能。名中医馆的专家不仅出诊，还要参与
到医院重点专科建设、科研课题申报以及
人才培养等多项工作中。医院为每名专
家配一名学术经验继承人，通过师承方式
将他们的临床经验传授给业务骨干，不断
提高业务骨干的诊疗能力。与此同时，专
家们还经常深入到临床各科室，开展业务
查房和疑难病例讨论等，定期在医院开展
学术讲座，提高医生的科学素养和科研能
力，为医院培养一批学术型临床专家。

目前，广州中医药大学深圳医院已经
引进了15名学科带头人。他们带领科室
实现医、教、研同步发展，成为医院人才队
伍建设的中坚力量和重点专科建设的强
大的技术支撑。

强强联合推动医院“升级”

2015年7月，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政府

和广州中医药大学正式签署合作协议，双
方以福田区中医院为基础，共建广州中医
药大学深圳医院。由此，福田区中医院正
式成为广州中医药大学直属附属医院。

协议签署后，医院与学校着手在医
院的体制机制、运营模式上开展创新改
革。强强联合为医院的发展带来了新的
机遇。

广州中医药大学将广州中医药大学
深圳医院的医疗、教学、科研工作纳入大
学一体化管理，推进名医、名科和名院“三
名工程”。福田区政府作为医院“出资
人”，按照公立医院财政投入政策，继续对
医院实行稳定的财政投入，确保医院的公
益属性。此外，医院正式实施理事会指导
下的法人治理结构改革，理事会由 11 人
组成，广州中医药大学校长出任理事长，
福田区人民政府副区长出任副理事长。
理事由广州中医药大学、福田区政府有关
部门、医院代表等担任，保证医院合理高
效发展。与此同时，医院引进广州中医药
大学的专家队伍，并派出中层干部，到广
东省中医院学习培训，加强重点学科建
设、提高中层干部管理水平。

通过创新型的紧密合作，广州中医药
大学深圳医院借助广州中医药大学的平
台和资源，全面提升医疗服务质量、医疗
技术水平，完善管理机制，加强医院内涵
建设，并于 2016 年正式“升级”为三级甲
等中医医院。

“五星级”标准提升医院服务水平

为谋求新的突破，2017年，广州中医
药大学深圳医院启动了星级医院认证工
作。

“星级医院认证更加关注医院的医疗
质量和安全。”医院对标国际化医院，围绕
医院管理、质量与安全、服务与就医体验、
财务与控费等方面进行了全方位、立体
化、严格细致的检查和综合评价，对星级
认证232个项目、1385个指标进行全面自
查和整改。仅用了 155天，广州中医药大
学深圳医院就拿下了这项工作。

2018年5月，医院荣膺中国医院竞争
力星级认证五星级医院，这是全国首家五
星级中医院，也是深圳市第一家五星级公
立医院。 （下转第二版）

创新型中医院的蝶变之路
本报记者 秦宇龙

健康中国行动
发挥中医药作用

本报讯 （记者方碧陶）新中国成立
以来，中医药是率先走出国门的中华文化
之一，是民间交流的天然平台。国家中医
药管理局高度重视中医药文化保护传承，
先后研究制定了《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关于
加强中医药文化建设的指导意见》《中医
药文化建设“十二五”规划》《中医药文化
建设“十三五”规划》，组织开展了一系列
工作，建立跨部门中医药文化工作机制，
传播中医药健康文化知识、扩大中医药文
化宣传影响力成效显著，群众中医药健康
文化素养不断提升。

跨部门合作为中医药文化传承与推
广保驾护航。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积极协
调文化和旅游部，组织开展中医药非物
质文化遗产基本情况调研、中医药非物
质文化遗产申报与保护工作，中医药项
目已有 130 项入选。协调多部门建立中
医药文化科普市场监管机制，引导大众
选择科学正确的中医养生保健类图书、
净化中医养生保健类图书和音像制品市
场。

为扎实推进中医药文化工作落实，
2007 年起，国家中医药管理局联合中宣
部等 23个部门主办“中医中药中国行”大
型中医药科普宣传活动。该活动通过主
题宣传、健康咨询、科普巡讲、中医药文
化进校园等形式，深入群众传播中医药
文化理念及中医养生保健知识。从 2016
年起，国家中医药管理局联合国家卫生
健康委在全国 31 个省（区、市）248 个区

（县）内启动中国公民中医药健康文化素
养调查，为之后工作的政策研究提供了
数据支持。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还建设了一批中
医药文化宣传教育基地、培养了一批中医
药文化科普人才，并积极引导中医药文化
精品创作。目前已在全国31个省（区、市）
遴选确认了 81家全国中医药文化宣传教
育基地，总面积近 45万平方米，收藏展示
中医药文化相关展品 8万余件，年平均开
放天数306天，年接待一千多万人次参观，
每年开展各类中医药文化宣传活动 3000
余场。2011年至今，已组建了一支 230人
的国家级专家队伍和 2000余人的省级专
家队伍，每年举办科普讲座6500余场。通
过项目资金引导全国编辑制作图书、音
像、影视、动漫等中医药文化科普作品
1500余种。

在扩大中医药文化宣传影响力方面，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开通的官方科普微信
“中国中医”，会同中国网共同建设“中国
中医”频道，《中国中医药报》社有限公司
等行业权威媒体的微信公众号发挥了舆
论引导、权威知识信息传播的重要功能。
各省利用新媒体形式报道全省中医药发
展工作动态、普及中医药知识。

中医药文化科普知识的网络传播也
不限于健康类网站。66.7%的综合门户、
78.9%的新闻门户网站、67.3%的健康门户
网站、35.0%的生活网站均设有中医药频
道或专栏；全国有 30 多家中央及地方上
星电视频道均开播中医药文化及养生类
谈话栏目；手机软件平台已经开发上市
1000 多款以中医药文化及养生保健知识
为题材的新兴手机应用软件（APP），总下
载量 1000 万次以上；中医药文化及养生
保健知识类图书也长期高居畅销图书排
行榜。

群众中医药文化素养不断提升

之文化篇

中医药发展成就巡礼
年壮丽

遴选确认81家全国中医药文化宣传教育基地，每年开展各类中医药文化宣传活动3000余场；组建一支230人的国家

级专家队伍和2000余人的省级专家队伍，每年举办科普讲座6500余场

广东深圳莲花山下，广州中医药大学深圳医院在邓小平铜像的注视

下，以创新为引擎，推动医院快速发展——

“看着队员们兴奋地聊着既往下乡支
援的经历，还是有一种新兵的感觉。回报
社会、回报祖国也是中医前辈们一直在做
的，也许默默无闻，但从未中断。乌兰浩
特，我来了……”这是中国中医科学院广
安门医院针灸科副主任医师刘元石在赴
内蒙古兴安盟乌兰浩特义诊前的随笔。

9月 20日，2019年“服务百姓健康行
动”全国大型义诊活动周启动。国家中医
药管理局选派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
院与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北京中
医药大学东方医院组成国家中医医疗队，
分赴内蒙古、河北、山西三地开展义诊。

广安门医院已经连续两年参加全国
大型义诊活动周。集结号再度吹响，医院

脾胃、肿瘤、心血管、风湿等科室的 14名
专家在辽阔的草原“红城”再赴义诊之约。

出征：展现中医“国家队”精气神

统一队服、统一背包、统一行李箱，这
支14人的队伍一路上吸引了无数路人的
目光。有人问“这是什么组织？”队员指着
臂章上“国家中医医疗队广安门医院”的
字样说：“我们是来义诊的中医‘国家
队’！”

此次广安门医院派出的 14 名专家
中，12 名为副主任医师或主任医师。“我
们主要选派高年资、有经验的大夫，希望
对基层有更大的帮助。”广安门医疗队的
领队、广安门医院副院长刘震说。

“我们来的主要任务有两个，一是把
疾病诊疗的规范和科室管理经验传授给
当地的医务工作者，另一个就是向基层
百姓普及正确的健康观念。”广安门医院
医务处处长李杰是肿瘤科专家，此次也
随队义诊。

“中医界有句流传甚广的话，‘但愿世
间人无病，何惜架上药生尘’，我想这才是
我们作为医生的终极目标。”广安门医院
主任医师张润云告诉记者。

义诊：“让我再多看几个患者”

草原上的天说变就变，刚刚还晴空万
里，一会儿就阴云密布。

“准备收队了，马上下雨了。”刘震喊

大家收拾东西时，义诊已经持续了两个小
时，看着等待已久的患者，医生们不忍心
拒绝。

“我妈心跳过缓，一分钟 40 多下，本
来想到北京的医院看看，但是一直没合适
的机会。现在北京的大夫到我们这来了，
我就赶紧带我妈来看看。”正在排队的连
女士是当地社区医院的一名护士，“我平
时用中医药比较多，蒙医、中医我都看，我
很信任中医。”

“我真是太幸运了。”早上在乌兰浩特
市人民医院做完血糖检查的邱大妈说，

“医院大夫告诉我这里有北京专家来义
诊，我赶紧就过来了。这是北京专家刚给
我开的调理处方。” （下转第二版）

“我们是来义诊的中医‘国家队’！”
本报记者 罗乃莹

2019年“服务百姓健康行动”全国大型义诊活动周期间，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

医疗队用实际行动践行了国家中医医疗队的初心与使命——

服务百姓健康行动
全国大型义诊活动周

本报讯 （记者章关春 于 伟 通
讯员楼 彦）经自主申报、审查、现场考
察、专家评审、社会公示等环节，9 月 23
日，浙江正式发布入列宣传推介目录的
10个品种“浙产名药”（中药饮片类）。

10 个品种分别为：浙江景岳堂药业
有限公司的杭菊、醋延胡索，浙江钱王
中药有限公司覆盆子，浙江桐君堂中药
饮片有限公司六神曲，浙江中医药大学
中药饮片有限公司白术、浙贝母、温郁
金，杭州华东中药饮片有限公司前胡、
山茱萸，衢州南孔中药有限公司麸衢枳
壳。

根据“浙产名药”（中药饮片类）的评
选要求，此次上榜的 10个品种均符合药
材产地及饮片炮制地为浙江省、外观性
状与内在质量皆稳定优良、具备较高的
临床价值及安全性等要求。浙江省中医
药学会负责人表示，在 2017年浙江打造

“浙派中医”的基础上，宣传推介“浙产名
药”，打响“浙产名药”品牌，对推动浙江
中药产业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现实意
义。

活动由浙江省中医药学会、浙江省
中药饮片产业协会联合主办。

10个品种
“浙产名药”公布

本报讯 （记者黄 蓓）9月 20日，国家卫生
健康委、国家发展改革委、教育部、科技部、财政
部、生态环境部、国家医保局、国家中医药管理
局、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国务院扶贫办等10部
门联合印发《健康中国行动——癌症防治实施
方案（2019—2022年）》，对癌症防治工作作出整
体部署，提出实施中西医结合行动等 8项行动，
其中包括建设国家中医肿瘤中心和区域中医诊
疗中心（肿瘤）等内容。

《方案》对中西医结合行动作出具体工作安
排：一是加快构建癌症中医药防治网络。依托
现有资源建设国家中医肿瘤中心和区域中医诊
疗中心（肿瘤），加强中医医院肿瘤科建设，支持
综合医院、肿瘤专科医院提供癌症中医药诊疗
服务，将癌症中医药防治纳入基层医疗机构服
务范围。二是提升癌症中医药防治能力。制订
完善癌症中医药防治指南、诊疗方案和临床路
径，挖掘整理并推广应用癌症中医药防治技术
方法，探索创新符合中医理论的癌症诊疗模式，
培养癌症中医药防治专业人才。开展癌症中西
医临床协作试点，探索中西医结合防治癌症的
新思路、新方法和新模式，形成并推广中西医结
合诊疗方案。在肿瘤多学科诊疗工作中，规范
开展中医药治疗，发挥中医药的独特作用和优
势。三是强化癌症中医药预防及早期干预。发
挥中医“治未病”作用，研究梳理中医药防癌知
识并纳入国家基本公共卫生健康教育服务项目
内容。综合运用现代诊疗技术和中医体质辨识
等中医检测方法，早期发现高危人群，积极开展
癌前病变人群的中西医综合干预，逐步提高癌
症患者中医药干预率。

《健康中国行动——癌症防治实施

方案（2019—2022年）》印发

实施中西医结合行动

奋斗新时代
年壮丽

之中医医院

本报讯（记者李 芮）9 月 21 日~23 日，第三
届中医药文化大会在“扁鹊故里”河北邢台内丘
县召开，本次大会主题为“再现扁鹊精神，坚定
中医信仰，凝聚文化力量，助推产业发展”。九
三学社中央副主席、中国工程院院士丛斌，河北
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王晓东等出席会议。

会议提出，坚持中医药文化传承，要守住根
脉，提高文化自信，不断融合创新，以包容的心
态和开阔的视野不断加强与现代医学的交流，
共同为保障人民健康服务。要发挥中医药文化
引领作用，动员社会力量，促进中医药事业与大
健康产业发展。

会议期间举行了“两院院士、国医大师主旨
报告会”“中医药大健康成果展”等主题讲座和
活动，并安排了“中医药发展与人才培养议库系
列主题沙龙”等平行论坛，多角度研讨中医药文
化和中医药发展相关重大议题。此外，本次大
会还促成了总投资额达67亿元的多个中医药产
业项目签约落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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