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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脉中医药，探索中医药的特色与优势，好钢用在刀刃上，拿出我们“集中力

量办大事”的行动方针，让专科建设有的放矢。

医师报讯（通讯员  王迪 

韩佩瑶）“要对中医药人才

培养予以倾斜。” 林尧呼吁，

为中医药高层次人才评审开

通单独赛道，制订符合中医

药人才发展规律的评审制度；

打造具有中医特色的中医药

毕业生规培制度，提升中医

药专业毕业生临床能力；在

人才、经费政策上鼓励多学

科科研人员参与中医药研究，

推动中医药交叉学科高层次

人才不断涌现。

“要坚持遵循中医的人才

培养基本规律，坚持中医思维

和中医文化自信。” 何清湖强调，

要坚持现代中医高等教育与师

承教育相结合，要把中医的理

论与中医临床相结合，做好学

历教育、学历后教育、继续教育，

夯实中医基本理论，突出经典

的作用，早临床多临床，提高

中医人才临床服务能力。

“中医在大学教育阶段就

已经学习西医，还要不断学习

现代医学的最新知识和技术。”

杨宇飞表示，因此也应要求西

医学中医，不仅在大学教育中

要有中医必修课，还要到中医

医院来见习。让西医师在理论

学习与实习实践中不断融合中

医理念和手段，通过中西医互

相学习，走出我们自己的特色

诊疗道路。

“中医药的优势在基层，

但目前基层医疗机构，特别是

欠发达地区的县中医院，包

括乡镇卫生院，人员招不来、

留不住，这些地区的中医药人

才流失现象还是比较普遍。”

徐凤芹指出，要带动基层中医

药人才培养。例如，针对乡村

医生要开展中医药知识培训，

扩大中医师的招聘规模，推广

“县管乡用”“乡管村用”的

管理模式，鼓励县域医共体、

医联体人才上下流动，并给予

合理的薪酬，让优秀中医药人

才能够留在基层，为更多的百

姓服务。

有的放矢  推动中医优势专科建设

让基层群众看上高水平中医
▲全国人大代表、中华中医药学会常务理事兼慢病管理分会

主任委员  庞国明

加大投入  拓宽人才培养路径

基 层 中 医 药 服 务 能 力 亟

待加强，特别是基层中医药

人才严重短缺，基层群众看

中医难、看高水平的中医难

上加难。2023 年 2 月 10 日国

务院办公厅出台的《中医药

振兴发展重大工程实施方案》

列出了“基层人才培养计划”

专项，提出“基层中医药人

才队伍规模不断扩大，素质

逐步提升，更好适应群众就

近享受中医药服务的需求”

建设目标。

为 此， 建 议 扩 大 中 医 药

院校中医药本科、专科教育

招录计划，实行对基层中医

药院校紧缺专业、紧缺人才

及专科生财政补贴政策。进

一步扩大中医院校中医临床

专业及乡镇卫生院中医馆急

缺专科人才等招生规模及财

政补贴。逐步缩小与西医临

床专业在校生数量差距。

尽 快 恢 复 中 医 传 统 师 承

教育，作为院校教育的重要

补充。应鼓励有工作经验，

符合带教条件的中医师收徒

带教。由政府牵头，出台相

应配套政策，规范中医师收

徒办法、条件，加强过程监管，

完善考试考核办法。建议从

非医专业大专以上毕业生中

招录，既可以缓解社会就业

压力，又可以多一条中医育

人成才途经。

丰富中医人才培养渠道。

进一步强化和规范中医确有

专长人员考试考核工作。真

正为确有中医药一技之长的

社会人员合法执业破除障碍。

全面扩大西医学习中医规模。

在全国二级以上综合医院全

面启动西医学习中医行动，

做到“愿培尽培”“应培尽

培”“择优资助”。

此 外， 还 需 探 索 符 合 中

医药人才成长规律的教育新

模式，要全面加大乡、村两

级从业人员中医药适宜技术

推广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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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要高大上  更要接地气
全国政协委员、湖南中医

药大学教授、湖南医药学院院

长何清湖强调，要在专科专病

中发挥中医特色与优势。

“中医优势专科建设可

以 促 进 中 医 药 的 传 承 与 创

新， 以 西 医 的 最 好 疗 效 标

准，以国际通行标准作为中

西 医 结 合 的 最 高 标 准 去 要

求中医临床医生，有助于诊

疗实现 1+1 ＞ 2 的效果。”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中医科

学 院 西 苑 医 院 肿 瘤 科 学 术

带头人杨宇飞呼吁，在健康

中 国 和 中 医 优 势 专 科 建 设

过程中，要让中医和西医互

学互融，不仅能推动中医药

走出国门，也能跟西医一起

联手，逐步建立起现代中国

医学的新模式。

“专科建设不仅要在高

端路线上发力，还应惠及基

层。”姚树坤认为，应当充

分发挥国家医学中心的辐射

带动作用。当前，多个中医

专科已被评为国家临床医学

中心，并在各地设立区域医

学中心，通过将人才、资源

和学科优势层层传递至基层，

强化中医优势和特色，为基

层提供更优质、更高效的中

医诊疗服务。

因势利导  各显神通

杨宇飞以自己所擅长的

肿瘤学科为例，建议要调动

多方面的积极因素来建立具

有中国特色的肿瘤的康复体

系。她强调，要整合肿瘤多

学科与康复、营养、药剂、

共病等各科的力量，建立多

学科的肿瘤康复团队，不仅

能推动医疗资源下沉带动基

层医院，而且通过采取中西

融合的康复手段，患者的功

能得到很好的康复，使其能

够回归社会、回归家庭、回

归岗位。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中

医科学院老年医学研究所所

长徐凤芹表示，我国是世界

上老年人口最多的国家，也

是老龄化发展迅速的国家之

一。中医是以整体观辨证论

治，非常契合老年人多病共

存的治疗现状，同时中医治

未病的理念可以未病先防延

缓衰老，这都是中医治疗老

年病的优势。因此，中医药

应当持续发力，加强中医老

年病专科建设。

“充分发挥中医在治未

病中的主导作用 , 在治疗重大

疾病中的协同作用 , 在疾病康

复中的核心作用。”何清湖

强调，中医的服务能力是中

医事业发展的关键，为人民

健康服务是中医的初心与使

命，注重医疗服务体系的构

建，从三级甲等医院，到乡

镇卫生院、社区中心以及村

卫生室，每一个医院的定位

不一样，每一个医院的医生

中医服务的能力和要求是有

差异的。因此，我们要因时

制宜、因事制宜，制定个性

化的学科发展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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