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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基层中医药

□ 刘瀚文

天津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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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版面向广大中医药从业者和关心中医药事业的
读者，诚征以下栏目稿件:

独家观点:对中医药领域热点、焦点问题发表自己
独到的见解，不代表本报社观点。

高层论坛：中医药高层管理人员对中医药管理问
题的认识。

建言献策:对中医药领域存在的各种问题提出建
设性的意见。不求全面，突出一点即可。

教育研究:中医药教育方式、方法的改革探索和思路
观点。

成才之路:具体人物的成才经验。
怎样走好中医路:发挥中医药优势特色的具体经

验和做法。
争鸣园地:有关中医药管理、科研、教育等方面不

同观点的碰撞。

征 稿 启 事

征稿要求

1.保证稿件的真实性、科学性、原创性。最好用电
子稿件，如用手写稿，字迹要清楚。百言堂文章要求短
小精悍，观点鲜明，字数在1000字左右。其他栏目文章
字数不超过3000字。

2.稿件请注明“视点版”，并写明作者姓名、单位、
详细地址、电子邮箱、联系电话。

投稿方式

1.电子稿件投稿：请登录中国中医药网首页，点击“社
外人员投稿”栏目进入。原投稿邮箱cntcm@263.net.cn已
不再使用，现在全面使用在线投稿平台。详情请致电010-
84249009转6213咨询。

2.或者发送邮件到编辑邮箱2247907792@qq.com。
3.纸质稿件寄往：北京市朝阳区北沙滩甲4号
《中国中医药报》社新闻编辑部 邮编:100192

扬州地处苏中，位于长江与大运河
交汇点上，扬州中医底蕴深厚，名家辈
出，“臣”字门儿科、“然”字门内科在中医
界具有广泛影响。近年来，市委、市政府
高度重视中医药事业发展，以创建全国
基层中医药工作先进单位（地级市）为契
机，进一步完善政策支持措施，健全中医
药服务体系，中医药服务的公平性、可及
性和便利性得到明显提高，基层中医药
服务能力有了显著提升。

目前，全市拥有“三甲”“三乙”中医
医院各 1 个；有全国基层中医药工作先
进单位 5 个，江苏省基层中医药工作先
进单位 1 个；全国综合医院中医药工作
示范单位 3 个，省综合医院中医药示范
中医科及建设单位 3 个；拥有中医重点
专科 46 个，其中国家级 1个，省级 7 个，
市级38个；建成中医重点学科5个，其中
省级 1个，市级 4个；全市社区卫生服务
中心（乡镇卫生院）中医医师占医师的
24.55%，中医类别全科医师占基层全科
医生的 26.05%，中医类别全科医师占中
医类别医师的 54.55%。自 2015年“全国
基层中医药工作先进单位”创建以来，扬
州市政府坚持“中西医并重，发展中医
药”的工作方针，按照“分步建设”的原
则，围绕“保基本、强基层、建机制”的要
求，深化认识抓创建、科学组织抓创建、
突出重点抓创建、力求实效抓创建，取得
了显著成效。

政府主导，部门配合
保障体系逐步完善

近年来，扬州市在政府主导，各部门
通力合作，紧密协调下，组织领导不断加
强、财政投入不断提高、政策扶持不断加
力，中医药保障体系逐步完善。

市委、市政府将发展中医药事业作
为打造“宜游、宜业、宜居”城市和“名城
建设”的重要支点，充分发挥中医药特色
优势，打造 15 分钟养老服务圈，让老年
人宜居、安居、康居、乐居，拥有了更多幸
福感、获得感。在历次的政府机构改革

“三定”方案中，明确要求加强对中医药
工作的组织领导。市政府建立了基层中
医药工作协调机制，成立了创建全国基
层中医药工作先进单位领导小组，由分
管市长任组长，各县（市、区）和相关部门
为成员单位，定期召开会议，研究解决中
医药发展和创建工作中存在的问题，积
极推进中医药创建工作。市卫计委设置
独立的中医管理处，各县（市、区）卫计委
均设置了中医科，中医科均配备了 2~3
名中医专职人员。

各级财政均将中医药事业经费财政
预算单列，对中医药的经费投入逐年增
加，且年均增长比例高于卫生事业经费
的增长比例。市政府办公室专门出台

《关于进一步发展中医药服务的意见》，
明确中医药事业发展扶持政策措施。
2015 年市财政设立中医药发展引导资
金 100 万元，2016 年增加至 200 万元，
2017—2018 年增至 800 万元。市财政
2017 年为扬州市中医院一次性化解债
务5900万元，计划到2020年化解扬州市
中医院全部债务，在债务化解之前，财政
全额贴息，支持扬州市中医院发展。据
不完全统计，2015—2017年全市共投入
中医药事业经费42202.72万元，其中，市
级 投 入 12891.66 万 元 ，县 乡 级 投 入
29311.06 万元，近三年全市中医药事业
经费占卫生事业经费的比例分别为
11.10%、11.00%和17.15%，有力地促进了
基层中医药服务能力的提升。

扬州市认真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
和国中医药法》，完善中医药扶持政策
措施。市政府在《关于加快中医药事业
发展的意见》中明确，在中医医院和基
层医疗机构中运用中医药服务住院治
疗，适当降低诊疗费的报销起付线，并
提高报销比例。各县（市、区）均执行中
医药报销比例上浮 10~20%的优惠政
策，鼓励中医药的使用。医保政策予以
倾斜，在新农合与城乡居民医保整合
后，将中成药目录由 351 种扩大至 1297
种，中药饮片目录由 650 种扩大至 6510
种；将部分中成药和所有中药饮片纳入
扬州市 17 个特殊病种药品目录范围；
建立健全医保中医药报销鼓励政策措
施，将乙类中医药饮片个人支付比例由

20%降低至 10%。拉开不同级别定点医
疗机构间的报销比例差距，实行对医联
体单位的医保费用按季预付制，预付金
额较往年逐年上升。在物价政策上扬
州市在全省率先调整中医项目收费标
准，对部分省下放市定价的中医项目价
格进行调整，共调整 32 项医疗收费项
目，分别为中医外治、中医骨伤和中医
肛肠 3 个类别。市物价局、卫计委、人
社局、财政局还联合下发《关于调整扬
州市基层医疗机构服务价格的通知》，
调整全市基层医疗机构中医药诊疗服
务项目 146 项，逐步建立体现中医药服
务合理成本、有利于医疗费用控制的价
格动态调整机制。在药物政策上，延续

“十二五”期间中药饮片不执行药物零
差率、不纳入药占比控制范围等优惠政
策，建立医联体内鼓励基层医疗机构规
范调剂使用院内制剂制度。

强化龙头，突出重点
服务网络不断完善

扬州市政府通过加强中医药服务网
络建设、建设农村区域医疗卫生中心，中
医药服务网络不断完善。

不断加强中医药服务网络建设，充
分发挥扬州市中医院的龙头作用，投入
1.3亿元，建成 3.7万平米门急诊医技病
房综合楼。仪征市中医院异地新建，占
地68亩，投资3.5亿，预计2019年投入使
用。江都中医院计划实施整体置换，将
搬迁至江都人民医院，床位将达到 900
张。高邮市中医医院“一体两院”东西院
同时运行，设置床位 800张，现规划东部
分院二期工程，计划新建集急诊、住院等
功能的综合性住院大楼。宝应县、广陵
区均规划异地新建，即将立项审批。着
力发挥主阵地作用，以基层中医药服务
能力提升工程为抓手，狠抓基层医疗机
构中医药服务能力建设。目前 100%基
层医疗卫生机构能够提供6类以上中医
药技术方法。

此外，建设农村区域医疗卫生中
心。2017年底，重点打造成区域性中医
药诊疗中心，总投资 11.33 亿元的 18 家
农村区域性医疗卫生中心全面建成投入
使用，计划至 2020年全部建成或达到二
级医院标准，并在今年的两会期间被央
视“两会连线”专题报道，国家和省级媒
体也多次宣传报道区域中心建设成效。

强基固本，多措并举
人才队伍建设卓有成效

扬州市本着强基固本，多措并举的
理念，深入实施卫生人才“强基工程”、积
极开展人才传承工作、多渠道培养中医
药人才，人才队伍建设卓有成效。

为深入实施卫生人才“强基工程”，
扬州市政府下发《关于实施基层卫生人
才“强基工程”的意见》，实施人才“双千”
工程，以本土化、留得住、用得上为原则，
面向乡镇卫生院定向培养 1000 名本土
的大专本科层次医学人才，市财政按人
均 5000 元/学年的标准进行补助，涵盖
中医学等4个专业。各地在定向人员选
配中，按中医人员不少于 20%的比例进
行配置，毕业后 80%人员优先进入事业
编制，对未进入事业编制的实行备案制
管理，实行同岗同工同酬。对18家中心
招聘实行多次招录、提前招录、异地招
录，对研究生参加招录的，可直接考核录
用；对本科生参加招录的，按照 1:1招录
比例开考。

此外，在人才传承工作方面，积极开
展各类工作。开展名中医“师带徒”。
2015 年市卫计委联合市人社局共同评
选了第二届“扬州市名中医”25名，全市
30 名市级以上名中医结对带徒中医骨
干 55 名。市级财政设立名中医师带徒
专项补助，对完成带徒任务的老师按每
月每人 600 元的标准发放工作津贴，对
年度考核合格的徒弟按每人每月 200元
的标准发放学习补助，极大地调动了师
徒教与学的积极性。推进名师工作室建
设。2016年，市人才工作领导小组授予

了全市卫计系统“扬州市中医药名师工
作室”15 个，列入扬州市“绿杨金凤”人
才计划。还先后设立“国医大师王琦扬
州工作室”“国医大师王琦高邮工作室”

“戚广崇教授工作室”及石筱山伤科学术
研究中心扬州研究室。全市现有江苏省

“国医名师”1名，全国名老中医工作室2
个，全国基层名中医工作室2个，省名中
医工作室 3 个。拥有全国、省名老中医
药专家学术经验继承项目指导老师 7
名，全国、省优秀中医临床人才8名。

同时，多渠道培养中医药人才，鼓励
城市医院卫技人员、退休职工到基层医
疗机构工作。在农村区域性医疗卫生中
心开展市级基层骨干医生遴选工作，每
名骨干医生每年给予3万元奖补。江都
区对新招录的大专生、本科生分别一次
性补助 6万元、12万元。针对基层中医
药人员缺乏的问题，采取了“五项措施”
抓好基层中医药队伍的稳定：规定中医
药人员不得改行，转岗转行人员逐步回
归，区域内医疗机构中医药人员宏观调
配，中医药退休人员返聘留用，引进中医
药毕业生。

上下联动，加强管理
服务能力有效提升

扬州市政府积极提升中医药服务能
力，通过创建基层中医药特色医疗机构、
进一步落实中医分级诊疗制度、强化中
医药健康管理、强化督导检查等措施，上
下联动，加强管理，中医药服务能力得到
有效提升。

扬州市以基层中医药特色创建为抓
手，积极促进基层医疗机构中医药服务
能力的提升。至 2017年底，共建成省级
乡镇卫生院示范中医科（中医药特色社
区卫生服务中心）31 家，市级乡镇卫生
院示范中医科（中医药特色社区卫生服
务中心）52 家、市级中医药特色村卫生
室、社区卫生服务站（中医阁）40 家，市
级财政给予每个命名的乡镇卫生院示范
中医科（社区卫生服务中心）8万元和中
医药特色村卫生室（社区卫生服务站）3
万元的奖补。至 2017 年底共建有全国
基层医疗机构中医诊疗区（中医馆）能力
建设项目72家。

在落实中医分级诊疗制度中，积极
推进医联体建设，建成以扬州市中医院
为龙头的市级医联体和以县（市、区）中
医医院为龙头的4家县级医联体。同时
扬州市两家“三甲”综合医院医联体也加
大对基层医疗机构中医科的帮扶，苏北
人民医院派出康复科中西医结合医师对
广陵区汤汪中心中医康复科进行全面扶
持和合作共建，对高邮市三垛中心全面
帮扶中医骨科建设；扬大附院在江都区
小纪中心帮扶建设中医科，在真武中心
帮扶中医骨伤科、中医科，在邵伯中心帮
扶建设中医康复科。此外，成立中医专
科联盟。联盟以扬州市中医院为牵头单
位。市、县级人民医院、中医（中西医结
合）医院、18 个农村区域性医疗卫生中
心、部分中医药特色基层医疗卫生机构、
扬州市中医院医联体成员单位等作为第
一批成员单位。专科联盟主要职责强化
联盟成员单位中医适宜技术推广，构建
国家、省级、市级中医重点专（学）科科研
协作网络平台，加强中医药业务管理培
训，实行跨院中医名师带徒，开展中医药
学术交流，进一步推进中医药分级诊疗
制度的实施。

强化中医药健康管理方面，扎实开
展65周岁以上老人、0~36个月儿童的中
医药健康管理，针对高血压、糖尿病及孕
产妇等重点人群选择性开展中医药健康
管理试点工作。2017年65岁以上老人、
0~36 个月儿童的中医药健康管理率分
别为 74.57%和 78.53%。积极推进中医
药家庭医生签约，做到每个家庭医生团
队有中医药人员或能提供中医药服务的
医师，分别制定中医药家庭医生签约基
本服务包和中医药个性化服务包。2017
年全市以村（社区）为单位家庭医生中医
药服务签约率94.35％，重点人群中医药
服务签约率47.02％，重点人群中医药签
约个性化服务签约率14.72％。

同时，强化督导检查。扬州市将中
医医院日常监管作为一项制度确立下
来，每年开展专项检查。2017 年，先后

组织开展全市中医医院医疗安全专项整
顿活动、医疗机构依法执业专项监督、中
医医疗机构改善医疗服务活动实施情
况、中医诊疗模式创新试点工作及资金
使用情况等专项督导，不断推进中医院
规范健康发展。针对年度全市中医药目
标任务，建立考核监管机制，按照“一季
一督查一通报，半年一总结一点评，一年
一考核一评比”的要求，强化目标任务的
跟踪考评。根据考核结果，每年对推进
力度大，工作有实绩的县（市、区）、单位
进行表彰奖励，促进了基层中医药工作
的健康发展。

弘扬文化，彰显特色
影响力显著扩大

近年来，扬州市中医药影响力显著
扩大，主要从强化中医药文化建设和传
承、强化中医药文化惠民工程、多种形式
发展中医药医疗健康服务三个方面开展
工作。

强化中医药文化建设和传承，体现
在三个方面。一是重视中医药文化宣教
基地建设。扬州中医药文化展示馆在每
年扬州市文博场馆运营评估中被评为先
进单位，并被省中医药局命名为“江苏省
中医药文化宣传教育基地”。扬州国医
书院 2017年正式揭牌运营，获评国家传
统医药传承教育示范基地和健康养生示
范基地。高邮市在城区文化景点建设了
高邮籍国医大师王琦国医大师馆。扬州
市中医院建成江苏省中医院文化建设示
范单位。二是重视扬州中医门派传承。
成立扬州州中医流派研究会，每年设立
专项研究经费30万元，定期举办扬州医
派学术研讨。2017年邀请源于扬州，流
转外埠的北京“臣字门儿科”、“耿氏喉
科”，上海“丁氏推拿”，南京“丁氏肛肠”
等回归故里，造福桑梓。建成扬州中医
门派传承工作室 11 个，出版《朱氏针法
经验集》《孙谨臣儿科集验录》《医学存心
录》等研究专著。现有省市非物质文化
遗产项目10项，代表性传承人14人。三
是重视创制中医药文化作品。市、县卫
生计生委先后编撰《中医药养生与家庭
保健》《扬州中医门派及传承》《国医大师
王琦在高邮》等书籍。全市编制各类科
普作品 426种。扬州市中医院编纂中医
药科普动漫作品等宣传片,总数达12部；
丰富文化产品的制售，产品涵盖饮片、名
贵中药、药酒、药茶、足浴、香囊等一系列
中药产品。

强化中医药文化惠民工程，主要通
过三个方面。一是开展主题活动。2018
年市委、市政府将“中医食疗进社区”100
场写入民生一号文件。结合实施《中医
药法》普法、中医中药基层行——中医药
服务“六进”活动、第七届“中医药就在你
身边”中医药健康巡讲活动、“名中医”讲
坛、“岐黄进校园”活动，大力推进中医药
文化惠民工程。二是创新活动形式。各
级卫生计生委、中医院通过门户网站、微
信公众号及电台、电视栏目开设中医药
宣传专栏、专题。扬州市中医院与扬州
电台合作开设“中医养乐会”节目，仪征
市开设“白沙讲坛”“杏林讲坛”活动。三
是创新宣传载体。在市区体育公园内，
将中医文化宣传和健康知识与体育知识
有机结合起来，并在宋夹城体育休闲公
园设置了中医药健康长廊、健康驿站、健
康步道，让群众在体育锻炼的同时，感受
中医文化熏陶。

多种形式发展中医药医疗健康服
务。贯彻落实《关于社会力量提供中医
医疗和健康服务的意见》，采取多种形式
促进有实力的中医医疗健康机构做大做
强，打造特色服务品牌。2015年扬州市
在中医药健康服务上积极创新试点，打
造中医药健康服务综合体，位于瘦西湖
畔的国医书院，融医、养、教一体化，已成
为中医药工作的一张靓丽名片。仪征市
中医院与仪征市残疾人联合会合作，成
立仪征市残疾人康复治疗中心；与市民
政局合作成立护理分院，联合探索中医
药医康养结合新模式，取得显著成效，国
家发改委、国家残联在仪征专门召开现
场会推广仪征经验。积极鼓励社会办中
医，截止 2017 年，全市民营中医类医院
有5家、中医门诊部11家、中医（综合）诊
所19家、中医诊所41家。 （杨国成）

扬州打造中医药名城的智慧经
“三十年磨一剑”，历经 30

多年的酝酿准备，中医药法终
于破茧而出，中医药事业蓬勃
发展有了规范化的法律文件保
障。中医药法的出台让传统医
药发展有了中国参考，为世界
提供中国方案。

笔者所在单位天津中医药
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在中医药
法的支持下，医院对外交流成
果显著，通过外派讲学、合作医
疗、合作研究、学术交流、访问
学习等方式，选派了近2000人
次赴美国、加拿大、俄罗斯、德
国等国家进行交流，足迹遍布
世 界 五 大 洲 49 个 国 家 和 地
区。国医大师石学敏院士，他
创立的“醒脑开窍”针刺法、“石
氏中风单元疗法”，在中风病这
一世界级医学难题上迈出了一
大步，他先后赴世界 100 余个
国家及地区讲学、诊疗，被誉为

“针灸外交”，扬名海内外。
随着中医药文化向“一带

一路”沿线国家传播，“简、便、
验、廉”的中医诊疗受到越来越
多国外患者欢迎。60岁的比奥
卢奇是俄罗斯一所大学的教
授，此前他总感觉腰酸腿疼，全
身乏力，无食欲，在应用中医口
服汤剂配合针灸疗法进行治疗
两周后，症状完全消失。出院
时他拉着医生的手说，“感谢天
津的医生，让我们得以康复”！

去年，一对斯洛伐克的年
轻夫妇怀抱 1 岁的儿子，乘坐
16小时飞机满怀期待来到医院
儿科病区。小患者因出生时缺
氧引起脑损伤，在当地及邻国
多家医疗机构诊治没有明显改
善。医院儿科脑瘫专科团队接诊后发现患儿病情严
重，双侧眼球水平型震颤，控头不稳，不会翻身，不能
坐，双上肢不能上举，双下肢硬直……初步诊断为

“脑性瘫痪（混合型）”，并制定了以中医推拿、针灸、
中药湿敷为主的综合康复治疗方案。经过3个月的
治疗，小患者能够抬头、能一侧翻身、眼颤明显好转、
眼神灵活，能够随着家长的言行互动、能咿呀发声，
四肢肌张力下降，活动有了很大改善，脑瘫专科团队
还录制了英语讲解视频让他们带回国继续训练，为
此，他们表示了深深的感谢。

作为一名中医药工作者，能见证“天津针灸”这
一传统中医药项目向全世界传播中医药文化而自
豪，能够帮助国际友人减轻疾病痛苦，展示中医药文
化的独特魅力、展现中国传统医学智慧而骄傲。

中医药振兴发展迎来天时、地利、人和的大好时
机，中医药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推进中医药产业
化、现代化，让中医药走向世界是全体中医人的时代
使命。我们要坚定文化自信，促进中医药文化向世
界传播，积极推进“一带一路”和健康中国战略，为传
承发展中医药事业作出应有的贡献。

中
医
药
为
世
界
提
供
中
国
方
案

我与中医药法
贯彻实施中医药法

主题有奖征文选登
江苏扬州市委、市政府将发展中医药事业作为“名城建设”的重要支点，充分发挥中

医药特色优势，财政投入不断提高、政策扶持不断加力，中医药事业取得长足进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