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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中医 用中医 讲中医
卫计系统齐心争创全国基层中医药工作先进单位

随着中医药事业发展、“十三
五”规划的逐步实施，中医药地位
再一次得到提升。近年来，我市高
度重视中医药工作，积极通过完善
中医药政策措施，加强中医药人才
队伍培养，加强名中医队伍建设和
中医重点专科建设，建立健全中医
药服务网络，不断提高中医药服务
水平，中医药事业得到快速发展。
我市成为新医改试点城市，中医药
服务进社区惠及百姓。目前，市卫
计局正上下齐心争创全国基层中
医药工作先进单位。

□记者 章芳敏 通讯员 胡颖鹏 胡华英

现 状 中医药事业优势突出
我市现有户籍人口60.19万，在册流动人口52.3

万，辖 11 镇、3 街道和 2 个区。2016 年，全市生产总

值 519 亿元，实现地方财政收入 48.1 亿元。全市现

有医疗机构 468 个。全市核定病床数为 3738 张，拥

有各类卫生技术人员4993人，其中公办医疗卫生机

构 3327 人，执业（助理）医师 1716 人。2016 年度全

市卫生业务总收入 14.75 亿元（不包括社会医疗机

构），总诊疗 719.87 万人次，出院人次 11.29 万人

次。2016 年全市公立医疗机构中草药饮片收入

7912.66万元，同期增长2.54%。

根据国家中医药管理局有关文件精神，对照评

审标准对全市中医药工作认真自查，我市中医药工

作具有较好的创建基础，为此我市进一步加大工作

力度，加强中医药建设，夯实工作基础，切实提升中

医药服务能力和水平，通过积极申报和全力创建，让

全国基层中医药工作先进单位建设成果惠及百姓。

行动一

加强基层中医药人才队伍建设
【镜头回放】17 日下午，一场庄严隆重的“永康

市基层医院中医药人员拜师仪式”在市中医院举行，

来自我市各基层医院的 17 名中医药人员以献花鞠

躬的形式向指导老师献上了一份真诚求学之心。市

卫计局局长王福明、医政科科长徐勇、市中医院院长

吕章春、各基层医院分管领导出席。

市中医院作为本次拜师大会的承办单位，院长

吕章春介绍了医院的基本情况及目前中医药大好发

展趋势，中医药是我国的传统瑰宝，具有实践性、师

承性强的特点，老中医药专家的学术经验和技术专

长是中医药理论与实践经验的结晶，把老专家的学

术经验继承下来，是继承发展中医药学的重要途

径。医院派出的指导老师都是具有高资历的名中

医，希望各学员能把握机会，充分利用好为期三年的

“师带徒”的学习。

王福明从自身经历感受说起，希望学员们充分

认识“师带徒”工作的重要意义，做到“能教会学”。

“会学”首选学员们要端正态度，摆正身段，自觉学

习，其次要讲究方法，克服空间、时间上的困难，认真

领会老师的学术思想和独特诊疗经验，按照中医的

思维，扎扎实实地学，并要善于思考，用心去体会、去

领悟。“会教”希望老师们要有一双慧眼，因材施教，

悉心传授临床经验和技术专长，毫无保留地把知识

教给学生，严格督促，按照教学计划，高质量完成带

教任务。

目前，我市中医药人员配备合理，每个村卫生室

至少有 1 名以中医为主或“能中会西”的乡村医生。

我市组织开展中医药人员和乡村医生中医药知识与

技能培训，培训率100%；组织“西学中”培训班，完成

培训72人。开展《国家基本药物临床应用指南（中成

药）》《中成药临床应用指导原则》培训，提高乡镇卫生

院和村卫生室中成药应用水平，临床类别医师和以西

医为主的乡村医师培训率达到 100%。县、乡、村中

医药人员师承制度得到有效实施。

行动二 加强基层中医药服务网络建设

我市将中医药工作纳入“十

二五”“十三五”经济社会发展规

划、卫生事业发展规划和政府年

度工作目标。今年年初成立基

层中医药工作先进单位创建领

导小组，建立政府及相关部门协

调机制，制定并实施基层中医药

工作先进单位创建活动实施方

案。同时开展慢性病示范基地

项目创建，将市中医医院纳入新

农合定点医疗机构，并将针灸、

治疗性推拿等中医非药物治疗

项目纳入补偿范围。实行以公

益性为核心的公立医院绩效考

核制度，将中医药能力提升和中

医药适宜技术推广培训纳入考

核目标。

目前，全市所有村卫生室、社

区卫生服务站都开展中医药服

务，纳入中医药一体化互联服务

体系；部分社区服务中心、卫生院

及所有服务站、卫生室均纳入中

医药一体化互联服务体系。以上

单位的药材均由中医院统一配

送，解决了部分卫生室、服务站人

员、药材配备不足的现状，实现中

药饮片送至上门。卫计局拨专项

基金260万元用于建设中医药一

体化互联网服务、中医智能云系

统、会诊系统，加强中医药服务网

络建设。这样一来，老百姓在自

己家门口也能享受中医院专家的

中医服务，医疗机构也能完善药

材配备品种品质，减少耗材及人

力。

我市现有二级甲等中医医

院——市中医院。我市积极开

展中医药文化建设，从服务理

念、行为规范、环境形象等方面

体现中医药文化的特点。中药

房、中药煎药室符合相关规范要

求，积极开展信息化建设，实施

中医电子病历，并纳入全市卫生

信息共享平台。3 家综合医院均

设有中医临床科室、中药房并达

到相关规范要求。全市基层医

疗单位均设有中医科和中药房

和 1 个以上其他中医临床诊室，

并按要求配备中医诊疗设备和

中药饮片。部分集中设置，在装

修装饰上体现中医药文化特色，

形成相对独立的中医药综合服

务区。村卫生室均配备中医治

疗包，大部分配有电针仪、TDP

神灯等中医诊疗设备。与市中

医医院建立分工协作关系的基

层医疗单位 4 个，市中医医院设

置基层指导科，安排专人负责，

对基层医疗单位开展中医药业

务指导和对口帮扶。基层医疗

单位安排专人负责，开展对村卫

生室中医药技术业务指导，定期

对乡村医生进行培训。

行动三 加强基层中医药服务能力建设

我市各医疗机构积极采用

中医非药物疗法，开展中医诊疗

技术项目。住院病案甲级率、中

医处方书写均符合相关规定要

求。积极使用中药饮片和医疗

机构中药制剂。实施中医会诊、

转诊制度以及体现中医药特色

的三级医师查房制度，三级医师

查房体现中医辩证论治水平和

能力，指导作用明显。基层医疗

单位能提供基本的中医医疗服

务，在门诊、病房、出诊、家庭病

床等工作中运用中医理论辨证

论治处理常见病、多发病。村卫

生室中医处方（包括中药饮片、

中成药和中医非药物疗法）数占

处方总数比例不低于 30%。积

极推广中医药适宜技术，2016

年开展为期一周的“永康市基层

中医药适宜技术推广项目培训

班”，全市 16 家镇（街、区）社区

卫生服务中心、62 个社区卫生服

务站、143 个一体化村卫生室共

203 人参加了四大类 13 项常见

病多发病中医药诊疗技术培训，

全市镇（街、区）社区卫生服务中

心、服务站和一体化村卫生室中

医药适宜技术培训基本达到全

覆盖。开展中医药康复服务，市

中医医院和基层医疗单位均能

应用中医药康复手段，结合现代

理疗方法，对中风后遗症、肢残

等疾病进行康复治疗。

行动四 充分发挥作用，大力开展宣传

我市开展基本公共卫生服务

中医药服务项目试点工作，将中

医中药纳入健康管理。市中医医

院设有“治未病”中心，积极开展

中医预防保健服务。基层医疗单

位开展中医药健康教育服务，能

运用中医药理论知识，在饮食起

居、情志调摄、食疗药膳、运动锻

炼等方面，对农村居民开展养生

保健知识宣教等中医药健康教

育。各基层医疗单位均能做到每

年至少有更换 4 次中医药健康教

育内容的宣传栏，开展至少5次公

众健康中医药咨询活动，提供不

少于 6 种中医药内容的健康教育

文字资料，播放不少于3种有中医

药内容的音像资料，举办至少6次

中医药健康知识讲座，引导农村

居民学习和掌握中医药养生保健

知识和方法。每个社区卫生服务

站或村卫生室采取多种形式举办

中医药预防保健科普宣传，每年

至少举办 3 次中医药健康知识讲

座，至少更换3次中医药健康教育

内容的宣传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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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

不完全统计，近年来开展中医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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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000 多

份，惠及群众 20000 余人次，取

得了较好的效果。近 5 年，市中

医院与广播电视台协作每周播出

一期中医药健康养生知识节目，

深受广大市民欢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