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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市致力打造基层中医药服务能力提升工程

中医药适宜技术落地城乡惠及百姓

31岁的程迅没有想到，自己会成为“老师”，而且能和

大自己几旬的医生谈论深奥的理论知识。之前，他只是

我市中医院针灸科内一位默默无闻的年轻医生，运用针

灸、推拿等手法给病人治病。

去年，他参加了市卫计局组织的基层常见病、多发病

中医药适宜技术推广项目的培训班，成为我市适宜技术

推广的一名上级医师。“虽然我只做了一次‘老师’，但带

给我的收获很多。”程迅形容自己是适宜技术的学习者、

使用者和推广者。他告诉记者，在培训会之前，虽然做了

大量工作，但在培训会上，许多基层医生提供的不少病

例，自己也很少碰到，通过培训会，让他也学到了不少知

识。

在我市，像程迅一样为基层医师开展培训的上级医

师还有许多，他们为每个镇、村卫生室上报的医师进行培

训。实现县、镇、村中医药人员师承制度。自开展后，这

种模式使适宜技术推广顺利地进行，学员不断增加。

而对于镇村医生来说，培训带来的好处更是十分明

显。“对不少医生来说，平时并没有多少这样的机会可以

和上级医生进行交流学习。”龙山镇下宅口村卫生室医生

张治民告诉记者，通过培训，自己很多原先不懂的诸如穴

位埋线、针灸等项目都懂了，以前开展的一些项目在培训

中通过交流讨论了解了更多，而且在实践中得到了有效

的应用，很受当地百姓的欢迎。他建议，以后市卫计局能

够多多开展这样的活动。

“我们的目的是全面提高农村、社区卫生技术人员中

医药专业技术水平，切实加强基层中医药服务能力建设，提

高乡镇卫生院和村卫生室中医药应用水平，使临床类别医

师和以西医为主的镇村医师培训率达到90%。”王福明说。

随着中医药事业发展“十二
五”规划的逐步实施，中医药地
位再一次得到提升。2013 年
来，市卫计局为进一步加强中医
药建设，提高基层中医药服务功
能，更好地满足城乡居民中医药
服务需求，组织实施了基层中医
药服务能力提升工程，截至目
前，全市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
服 务 中 心 中 医 科 设 置 达 到
100%，并按要求配备中医诊疗
设备和中药饮片。两年来，随着
中医药适宜技术有声有色地推
广，从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看病
难、看病贵”的状况，老百姓从中
获得了安全、有效、价廉、方便的
中医服务，全市基层中医药适宜
技术推广工程也因此普受好评。

□记者 应玲菲

【镜头回放】 2013年6月29日，

市中医院。由市卫生局、市中医学

会组织的首期基层中医药适宜技术

推广项目培训班正在这里举行。全

市 16 家镇街区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48 个社区卫生服务站、132 个一体

化村卫生室共 203 名以乡村医生为

主要培训对象的基层医生参加了培

训。培训教师由市中医院中医药专

家担任，培训内容包括针灸、推拿、

康复理疗、拔罐等 4 大类 13 项常见

病多发病中医药诊疗技术。

据介绍，为加强农村中医药工

作组织领导和管理，我市于2013年

专门成立市基层中医药服务能力提

升工程领导小组，制定实施意见并

组织实施。2013 年市财政投入中

医药事业专项经费 236 万元，2014

年又增加到 246 万元，用于中医药

基础条件建设、服务能力建设、人才

培养，增长比例高于卫生事业费的

增长比例。作为主管部门的市卫计

局通过积极开展中医药科普知识讲

座、中医药科普展、中医药下乡义诊

等形式多样的中医药科普宣传活

动，宣传党的中医药方针政策、普及

中医药文化知识，让基层群众进一

步了解中医药文化。据不完全统

计，近年来培训适宜技术 10 余项，

约 400 余人，开展中医药健康知识

科普讲座 20 余场次，大型中医药义

诊活动 30 余次，发放中医药科普宣

传资料 3 万多份，惠及群众 2 万余

人次，取得了较好的效果。

“中医临床基层适宜技术，我们

在推广之前就有明确的定位，要求

找出中医的优势，注重临床疗效，同

时也要面对基层，强调适宜，只有

‘验、廉’才能受老百姓的欢迎；只有

‘简、便’才能真正在基层推广。”市

卫计局局长王福明说 。

坐落在象珠镇清渭街村的象珠中心卫生院，是国家

一级甲等综合卫生院,在该院的中医楼内，浓浓的中医文

化随处可见。

“我们的脑中风康复治疗门诊一直以中医作为基础

点，正因为此，更能显现中医适宜技术的重要。”象珠中心

卫生院院长吕永中说。

据悉，为充分发挥中医药适宜技术在基层防治常见

病、多发病中的优势和作用，缓解群众“看病难、看病贵”

问题，该院选取了针灸、推拿、拔罐、小针刀等11项中医适

宜技术重点推广，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并在 2013 年，通

过不断加强脑中风康复专科和针灸理疗科两大特色专科

建设，采用“走出去、请进来”的方式，培养了一批中医技

术人才。

提及中医适宜技术开展以后给老百姓带来的好处，

该院针灸推拿科主任应福恩向记者举了一个例子：颈腰

腿痛是老百姓日常生活中时常遇到的问题，如果放在以

前，我们能提供的技术就是扎银针，常规来说，起码得扎

十几天。而自开展中医适宜技术以后，医生可以根据老

百姓具体情况以小针刀、正骨、银针等多项技术结合，基

本上一个星期就可减轻病痛。“这样一来，老百姓就医的

时间省了，还能在家门口享受就医，一定程度上费用也省

了不少。”应福恩表示中医诊疗技术在临床上都是操作简

单、疗效显著的中医疗法，受到广大医院和患者的欢迎。

因而扩大了医疗服务的市场，赢得了广大患者的信赖和

认同，增强了中医诊疗技术的影响力。不仅如此，该院通

过推广适宜技术项目，和村卫生室、老百姓保持了很好的

联系，转诊而来的患者明显增加。

在西城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正在针灸的市民郭

阿姨激动地同记者谈起中医适宜技术：“我是腰椎间盘突

出，刚来的第一天疼得连路都走不了，感觉自己生活都不

能自理了，现在通过针灸、推拿按摩、喝中药等中医方面

的治疗，好多了，而且中药门诊有 40%的报销，自己花的

钱也不多。”听郭阿姨这么说，一边候诊的陈阿婆也插了

话：“以前有点小毛病都得往大医院跑，对于我们老人来

说，每次要坐车很不方便。现在去家门口的医院就行，方

便。”

该服务中心针灸推拿科主任陈尚军对中医适宜技术

的推广感触颇深：“中医适宜技术的推广对于老百姓尤其

是农村的老百姓确实是一件好事。许多病种都可运用中

医的独特方法进行治疗。例如气管炎，一般冬天容易发

作，一发作老百姓就只能打针吃药。而现在，在学习中医

适宜技术后，我们只要通过‘冬病夏治’的方法，在夏天就

可通过中药对老百姓进行调理。”

“在今后的基层中医药服务能力提升工作中，我市将

根据客观实际，开展目标管理，对照督查评估细则，逐条

进行整改落实，对各项主要任务指标完成情况进行动态

监测、分析评估和结果通报，同时努力营造全社会关心和

支持提升工程的良好氛围，确保提升工程的顺利推进。”

王福明表示，该局将结合全市质量创强，进一步扩大中医

适宜技术的推广，力争在今年年底进一步提升工程质量，

并建立长效机制，以满足我市人民不断增长的中医药服

务需求。

传播 从市到镇 遍地开花

上级医师培训下级医师，他们是传播者，也是受益者。

推行 吸引患者 效益良好

医院以适宜技术推广为契机，培训镇村医生，建立了关系，扩大了影响。

选项 定位明确 强调适宜

不论名气大小，不讲水平高低，只
要符合基层的实际情况就能有效推广。

图为基层中医药适宜技术推广培训场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