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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西医并重助力医院高质量发展研讨会在石家庄召开

打造有中医特色的现代化综合医院
“中医院的发展，除了政府提供各项政策扶植外，还需要医院自身

不断提升核心竞争力。”在 7 月 10 日举办的“中西医并重助力医院高

质量发展研讨会”上，国医大师李佃贵强调，这要求中医院既要传承中

医特色，又要提升西医水平，中西医并重是基础，中医的优势是招牌，

做到“人无我有、人有我优、人优我特”，才能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

实现医院的良性发展。

研讨会专家合影
“作为中医人，我们

的使命是把中医药这一祖

先留给我们的宝贵财富，

传承好、发展好、利用好，

铸造我国中西医并重医学

的优势，造福全世界。”

河北省中医药学会秘书长

武智强调了当代中医人的

使命与担当。

振兴中医药是第二个

百年奋斗目标中重要的一

项，但是目前还面临着众

多问题。国家中医药博物

馆馆长杨荣臣指出，不管

是基层还是城市，目前中

医医院的数量和规模都无

法满足老百姓对中医药服

务的需求，基层中医医生

占比不足 1/3，靠西医来

提供中医药服务

全 国 各 地 都 在 大 力

发 展 中 医 药， 河 北 也 不

例 外。 发 展 中 医 药， 河

北省有得天独厚的优势，

因为这片土地上曾孕育

出 扁 鹊、 刘 完 素、 李 东

垣和张锡纯等医学大家。

河北省中医药管理局副

局长胡永平表 示， 河 北

省 立 足 实 际， 将 中 医 药

工作摆在前所未有的高

度， 意 在 加 快 中 医 药 强

省建设助力。 

从 非 典 防 治 到 新 冠

疫 情 防 控， 中 医 药 得 到

了 充 分 的 肯 定，河北中

医学院院长高维娟对中

医 的 未 来 充 满 信 心， 她

表 示， 中 医 药 事 业 发 展

迎 来 了 天 时、 地 利、 人

和 的 大 好 机 遇， 应 抢 抓

机 遇， 让 中 医 药 事 业 取

得 更 好 地 发 展， 在 国 家

及世界舞台上占据更加

重要的地位。

“中药只有自强，才

能真正做到中西医并重。”

中华中医药学会副秘书长

陆静强调，促进中西医结

合，实现中西合璧将是一

个艰巨而漫长的过程，关

键在于中医人要自信、自

觉、自律、自强，只有真

正的把中药的优势做大做

强，才能实现真正意义上

的中西医并重和中西医真

正的融合。

中 西 医 并 重 是 今 后

解决健康问题的最好方

案。李佃贵国医大师表

示，这需要有敢为人先

的胆识，兼济天下的胸

怀， 格 物 致 知 的 精 神，

更要有融会贯通的智慧，

希望中西医在学术上互

相 尊 重， 取 长 补 短， 发

挥各自优势，体现中医

特色，中医院的高质量

发展，推向新阶段。

开 幕 式主持人、中

医杂志社贾守凯副社长表

示，医院要走高效集约管

理的道路，提高医务人员

的待遇，信息化是实现高

质量发展的重要抓手。

现 代 科 技 的 加 持，

无疑为中医药的发展带来

了曙光，红日康仁堂北部

营销中心总经理袁兴震表

示，配方颗粒的产生是中

医药学和现代化科技融合

的产物，是中医药创新传

承的重要尝试。

数 字 化 又 会 为 古 老

的中医学带来哪些新鲜的

活力呢？中华中医药学会

中医药文化教育基地主任

马鲁锋指出，医疗行业的

数字化发展尚处于较低水

平，发展潜力较大，数字

化的应用将为医疗行业带

来更高速度的增长。

红 日 药 业 大 力 推 行

中医药数字化实践，运

用数字化工具传承和发

展中医药。推进红日智

能化中药房，一方面实

现从田间到舌尖全程可

视 化 溯 源； 另 一 方 面，

为方便患者实施取药等

候服务、药品配送到家

服务。同时推进智能化

中药房的药房管理系统，

优化库存管理，提高药

房运营质量。

同时，红日药业还致

力于打造医生数字教育平

台，共筑中医药影响力；

打造医疗健康IP，通过“短

视 频 + 直 播 + 图 文” 等

形式，为百姓健康保驾护

航；开发中医四诊仪和中

医人工智能等设备，辅助

中医临床决策，赋能中医

药健康服务。

抓住时代的脉搏，紧

跟时代发展的脚步，中医

药以自身优势拥抱现代科

技，让自己越来越强大，

与西医比肩同行，共同为

人类健康服务。

杨荣臣馆长强调，中

医高质量发展首先是突出

中医药特色优势，其次是

加强中医药现代化建设，

这需要政策上的大加支持。

“以重点学科建设为

抓手，来提高中医服务的

水平；以解决临床问题为

导向，开展中医特色研究

科研；以名老中医学术思

想传承为目标，创新科室

科研规模；以中药发展规

律为遵循，培养专业的中

医药人才；以中医药全球

化为目标，要培养国际化

的中医药人才。”原国家

卫生部副部长张凤楼提出

了发展中医药特色的五个

突破口，为中医院高质量

发展指出了方向。

很多医院一直在实践

中摸索，如何走出中医特色

之路。河北省中医院孙士江

书记表示，2013 年医院确

定 12 件发展大事，第一件

就提出要“提升综合救治能

力，走中医现代化道路。”

加强传承创新，突出医院服

务特色，医院重点围绕“西

医解决不了、中医有特色”

的疾病开展工作。

天津中医药大学第二

附属医院雒明池院长提出，

用中医治病求本的理论，

确定公立医院高质量发展

的“本”在于高质量地为

人民提供医疗卫生服务。

而医院的管理，则应该如

中医五行学说一样，相互

配合又相互制约，让医院

运营高效自如运转。

作为中医院，充分发

挥中西医结合抗击重大疫

情的优势，石家庄市中医

院郑欢伟院长强调，中西

医并重、宜中则中、宜西

则西。西医在明确病原、

抗生素和疫苗、危重患者

生命支持有自己的优势，

而中医在改善症状、提高

自身免疫力，激发抗病能

力和康复能力方面表现突

出，中西医优势互补、协

同作战，有利于疫情防控。

石家庄市中医院药剂人员

积极行动，研制出 “五个

一”中医药预防服务包：

一剂汤药、一个香囊、一

支艾灸条、一套八段锦养

生功法和一封防疫科普信。

其中芦花防瘟汤共计给出

8.3 万袋，为疫情防控作出

了贡献。

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

院副院长董升提出，新时

代“精致医院”建设，体

现在规模要适度、管理精

细化、学科有特色、运营

有效率和医院有文化。他

指出，在当前推动公立医

院进入高质量发展的新阶

段，必然要求在质量上，

由规模扩张转向提质增效，

在效率上，由粗放管理转

向精细化管理；在可持续

发展上，注重物资要素转

向注重加强人力资源管理。

只有不断加强医院内涵建

设，才能做到患者、政府、

医院三方共赢。

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

医院赵海滨副院长认为，医

院绩效管理的目的绝不仅

仅是为了奖励与处罚，而

是设计合理的绩效考核体

系防患未然，及时有效地

解决问题，提高医院、科

室及个人的工作效率。

赵海滨指出，要采用

“中医问诊”的方式，通过

科室调研或反馈了解问题，

才能不断改进和提高医院

的绩效管理水平。在完善绩

效改革后，东方医院成效斐

然，医疗收入结构得到明

显改善，西成药占比下降

9.9%，中草药占比上升 5%，

有效收入占比提高 5%。

人才是医院发展的根

基，各大医院在此方面各出

妙招。孙士江院长表示，近

五年，引进副主任以上医、

教、研、管等各方面人才

50 余人，“爱中医”是对

引进人才的最基本的要求。

河北省沧州中西医结

合医院院长赵建勇提出，中

西医结合学科群要采取增

量扩科，保持适度规模的方

法，以点带面、推动全局发

展，可以集中相关领域现代

科技优势，充分利用医学

3D 打印技术，医学手术机

器人资源，实现差异竞争，

培育核心竞争力，利于医院

集中建设一批高质量、有特

色的优势学科，实现新型学

科再造，成为医院科研中心

和人才培养基地。尤其是

2018 年，参照国内知名医

院骨伤科专业的发展规律

和模式，医院完成了骨伤科

全领域亚专业划分和专业

人员调整配置，细分 16 个

病区，从而骨伤科亚专业实

现全覆盖。

医院的高质量发展，不是一味地扩大规模 ，则应该做精做细，在绩效管理、人才培养、

软硬件建设、调整收入结构、科学管控成本等各个方面进行深耕，真正做到管理先行，

打造可持续良性发展的运营结构，实现医院高质量管理。河北省中医院杨倩副院长总结，

中西并重迎来了最好的发展机遇，抓住中西并重将迎来中医院的高质量发展。

充分发挥中医特色  建特色综合医院

中医院要加强“精致医院”建设

传承好、发展好、利用好   是中医人的使命

中医药先自强 才可谈中西并重

小
结

观
看
直
播
回
放

扫
一
扫

关
联
阅
读
全
文

扫
一
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