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

原副院长林谦教授介绍，作为一

个医院专科，除了中医特色外，

还应重视专科综合救治能力。“我

院中医重点专科建设思路是首都

国医名师廖家桢教授提出的‘中

医要领先，西医要跟上，能中不

西，先中后西，中西结合。在特

有技术上做到人无我有，人有我

强’。”该院以中医气血理论为

指导，以微创介入技术为支撑，

以中医优势病种为切入点，以发

挥专科特色为手段，探索中西医

结合临床治疗新模式。她强调，

专科建设应在优势病种上下功

夫，提高专科疑难疾病诊治能力，

在临床有效的基础上开展科研工

作，提升专科的影响力。

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胡

凯文副院长介绍，作为该院肿瘤

学科带头人，在传统中医理论指

导下，他将肿瘤绿色治疗纳入包

括微创手术、中医药治疗等一切

符合低损伤可持续的治疗方法，

使肿瘤治疗具有可持续性和重复

性。该院肿瘤科以肿瘤绿色治疗

为重点工作，不断发展，获评

“十二五”国家中医肿瘤重点专

科优势，拥有优势病种 4 个。医

院产生了一定的学术影响力，胡

院长在全国各类会议上讲座，在

全国范围内不断扩增肿瘤绿色治

疗基地，成立了中国肿瘤绿色治

疗临床协作网络，并成功转化学

术成果。福建中医药大学附属人

民医院陈捷院长介绍了基于整合

医学的盆底疾病精准诊疗全周期

服务模式。该院对盆底疾病“多

学科一体化”治疗理念的认识越

来越深，整合盆底医学的诊疗模

式， 以“ 患 者 为 中 心”， 为 患

者提供精准诊疗和全周期健康管

理，能有效解决临床治疗中的盲

点和难点，真正实现“诊疗围绕

疾病转”“医院围绕疗效转”医

院。在此基础上，他们建成了盆

底临床科研一体化平台，稳步推

进临床和科研工作。他认为，整

合盆底医学是盆底疾病诊疗发展

的必由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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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中医院谭利国党委

书记表示，如何将中西并重的

思路和理念变成中西医相互融

合的实际举措，是一个值得深

入研究探讨的重大命题，也是

山西省中医院一直在思索并实

践的课题。近年来，该院以中

医医疗服务和中药产业双轮驱

动，满足山西人民不断增长的

中医药健康服务需求。

红日药业销售公司孙召明

副总经理指出，红日药业勇担

社会责任，在此次抗击新冠疫

情过程中，贡献了“三药三方”

中的血必净注射液、超思指夹

式血氧仪、配方颗粒等各类预

防和治疗方。“希望能以本次

学术研讨会为契机，为中医药

事业贡献红日药业的力量。”

山西省卫健委中医药管理

局魏来局长表示，山西省高度

重视中医药的发展工作，如实

施了《中医药条例》，条例提

出将中西医结合医疗模式和中

西医多学科诊疗体系建设融入

政府举办的各类医院中。“今

年我们还将着力提升基层医师

中医药技术水平，确保城乡居

民在家门口就能获得优质便捷

的中药服务。”

中医杂志社贾守凯副社长

介绍，为全面落实国家《关于

推动公立医院高质量发展的意

见》《关于加强公立医院运营

管理的指导意见》等要求，医

院如何健全运营管理体系，补

齐运营管理短板与弱项，实现

医院高质量运营管理与发展，

成为绝大多数医院面临的新课

题。“为此，我们邀请了多位

医院管理、临床专家授课，为

大家传经送宝，希望能让大家

不虚此行。”

中华中医药学会曹正逵监

事长认为，坚持中西医并重，

助力医院高质量发展，应重视

四点：一是要坚持中医特色；

二是要注意“两个协调”，包

括速度和质量的协调，以及从

发展规模的扩张向结构优化转

变；三是提高医院管理能力，

提高人才供给能力，提高科技

创新能力；四是发挥出4个优势，

管理优势、文化优势、专科优

势与品牌优势。

开幕式由山西省中医院谭

宝副院长主持。

山西省中西医结合医院周芸

院长分享了关于推动医院高质

量发展的四点思考：一是要坚

持中西医协同，结合专科特点

制定“宜中则中，宜西则西”

的诊疗方案；二是要善于把脉

问诊，明确定位，持之以恒地

做强自己的特色；三是要加强

资源整合，避免恶性和无效竞

争，打造学科专科集群优势；

四是要坚持医防结合，促进医

养结合，积极培育新的业务增

长点。“未来，我们要坚持中

西医协同，充分发挥中西医协

同优势，打造‘人无我有、人

有我优、人优我特、人特我兼’

的医院特色与亮点。”

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

院山西医院郝旭亮院长指出，

推动公立医院的高质量发展，

一定要提高医院核心竞争力，

包 括 技 术、 人 才、 文 化、 理

念 等 在 内 的 一 些 综 合 服 务 能

力。 做 好 专 科 建 设， 建 设 好

人 才 队 伍 是 医 院 的 根 基， 这

也 是 彰 显 医 院 特 色 和 优 势 的

地 方。 在 推 进 医 院 高 质 量 发

展 的 同 时， 要 关 注 医 疗 质 量

与 安 全， 这 是 医 院 发 展 的 生

命线。做好人才、技术、服务、

管 理 等 相 关 工 作， 这 是 医 院

水平的体现。此外，集约高效、

精 细 化 的 医 院 管 理 是 决 定 医

院高质量发展的关键。

中华中医药学会中医药文

化教育基地主任马鲁锋强调，

ChatGPT 强势出圈，预示着数

字时代的奇点已至。数字化必

将成为医疗行业的大势所趋。

关于中医药数字化实践，红日

药业进行了一系列探索，全成

分 ® 中药配方颗粒：建立从田

间到舌尖的全程可视化溯源体

系；开展数字化学术活动，打

造一个没有围墙的互联网中医

药学院；在医师报开展“中医

药专栏”，促进中医药学术发展。

实施中医 +，促进医院高质量

发展；互联网 + 中医诊疗实践

（上医仁家），让更多人受益。

“我们愿与大家一起共同为中

药传承创新发展而努力。”

山西省翼城县中医医院邹广

文院长介绍了该院高质量发展

的几点做法，即坚持“中西并重、

传承创新、突出特色、服务百姓”

的发展理念，按照“集中抓建

设、重点抓专科、突出抓人才、

努力抓管理、持续抓发展”的

总体思路，以等级医院管理和

精神文明建设为总抓手，促进

医院高速快速高质量发展。具

体包括：（1）项目建院，扩大

发展空间；（2）党建统院，提

供发展保障；（3）人才立院，

提供发展支撑；（4）学科强院，

搭建发展平台；（5）特色兴院，

增加发展后劲；（6）文明铸院，

浓抹发展底色。

山西省中医院刘光珍院长介

绍了重点专科建设的八点体会：

（1）专科专病建设带动和促进

医院业务发展；（2）凸显中医

特色，引领医院整体发展；（3）

确定优势病种，树立诊疗方案，

推广临床路径；（4）总结诊疗

技术，优化诊疗方案，提高临

床疗效 ；（5）强化人才梯队

建设，构筑医院人才堡垒；（6）

加强中医传承人才培养；（7）

重视科研教学工作，提高中医

科研、教学水平；（8）加强学

术交流与合作，扩大社会影响

力及服务能力。

专题讲座环节由山西省中

西医结合医院樊东升党委书记、

山西省中医院乔之龙副院长、

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山西

医院秦艳红副院长、山西省中

医院张捷副院长主持。

将中西医并重理念变为行动需各方共同努力将中西医并重理念变为行动需各方共同努力 坚持中西医协同  在医院综合服务能力上下功夫

中医特色不能丢  以重点专科建设带动医院发展

以优势病种为抓手   不断提升专科影响力

医师报讯 （融媒体记者 黄玲玲）中西医并

重是我国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之一，也是

我国医疗卫生事业的显著特征和独特优势。为

进一步促进中西医并重，助力医院高质量发展，

4 月 1 日，中西医并重助力医院高质量发展研讨

会在山西太原以线上结合线下的方式举办。会议

邀请了多位医学权威专家讲课，参会者还有来自

北京、天津、福建等省（市）和山西省各市县区

的 50 余位专家学者。通过人民日报健康客户端、

大医智道及上医仁家等线上直播平台的观看人

次超过了 20 万。会议由中华中医药学会、中医

杂志社、山西省中医院共同主办，中药配方颗粒

关键技术国家地方联合工程研究中心协办。

中西医并重助力医院高质量发展研讨会召开

以重点专科建设为龙头  提升医院核心竞争力 扫一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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