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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老百姓在家门口享受中医药服务让老百姓在家门口享受中医药服务
哈薇薇

刚刚进入夏季，位于新华区
县直社区卫生服务站的中医阁就

“热”了起来，来此接受中医药服
务的市民络绎不绝。

为 了 方 便 群 众 在 家 门 口 就
医，2022 年以来，我市持续加强
基层中医药服务能力，依托社区
卫生服务站、村卫生室建成100余
个中医阁，配备中医、中医诊疗
与康复设备，提供中药饮片与中
成 药 ， 为 群 众 提 供 “ 简 、 便 、
验、廉”的中医药服务，实现基
层中医药服务“零距离”。现在不
仅中医阁遍地开花，我市还积极
推进基层中医医联体模式建设，
让优质中医资源下沉基层，把老
百姓看病难、看病贵等问题解决
在家门口。

不仅是在沧州，从全国范围

来看，中医药服务的“最后一公
里”也变得越来越通畅。2022年3
月，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会同九部
门联合印发 《基层中医药服务能
力提升工程“十四五”行动计
划》，明确提出继续加强基层医疗
卫生机构中医馆建设的要求，指
导和推进各地社区卫生服务中
心、乡镇卫生院中医馆服务内涵
建设，社区卫生服务站、村卫生
室中医阁建设，释放了为基层中
医药服务“提质增效”的信号。

目 前 ， 我 国 已 建 立 起 覆 盖
省、市、县、乡的中医药服务体
系，较好地满足了城乡居民对中
医药的服务需求。截至 2022 年
底，我国已有社区卫生服务中
心、乡镇卫生院中医药综合服务
区 （中医馆） 40674 个，99.5％的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93.4％的社区
卫生服务站、99.4％的乡镇卫生
院、81.2％的村卫生室能够提供基
层中医药服务。

与此同时，各地也在积极探
索创新，多措并举引领基层中
医药服务从“有”向“优”迈
进——

江苏省将基层中医馆服务能力
等级建设评价分为三级、四级和五
级3个标准，打造优质中医馆；四
川省采取订单定向培养、县招乡
用、乡招村用等方式，强化基层医
疗卫生机构中医药人员配备；山东
省加强中医药综合服务区信息化建
设，所有中医馆、中医阁全部接入
健康信息平台……

大背景下，我市为民提供中
医药服务的脚步也在提速。为了

提供更加优质的中医药服务，如
今，我市组建的中医药联合体已
由 最 初 的 48 家 单 位 增 加 到 124
家，专科技术协作组由21个增加
到26个，基本覆盖了全市各级各
类中医医疗机构。各级医联体的
建设，让卫生资源真正沉下去、
动起来，实现资源、管理、技
术、信息、教学“五个共享”，使
常见病、多发病患者基本留在基
层就医，让老百姓在家门口就能
享受到大医院的优质服务。

下一步，我市计划今年再建
设完成600个中医阁。同时鼓励县
级中医医院牵头组建紧密型县域
医联体，将符合条件的中医诊所
纳入医联体建设，推动服务能力
共提、人才梯队共建、健康服务
共管和优质服务共享。实施基层

中医适宜技术推广项目，在基层
医疗卫生机构推广普及中医药适
宜技术，并建立推广工作机制，
实现中医药适宜技术全覆盖，重
点提高乡镇卫生院、社区国医堂
中医药适宜技术推广覆盖率和综
合服务能力。

随着人民群众健康意识和追
求高质量生活的需求变化，对中
医 药 服 务 也 提 出 从 “ 有 ” 到

“多”到“优”转变的更高要求。
面对新形势、新变化，沧州中医
药服务唯有锚定目标、多措并
举、量质提升，才能真正做到便
民利民惠民。

岐黄纵谈

盐山县寿甫中医医院盐山县寿甫中医医院，，历经几代中医人的开拓创新历经几代中医人的开拓创新，，终于迎来事业发展的春天终于迎来事业发展的春天————

坚持守正创新坚持守正创新坚持守正创新 擦亮擦亮擦亮“““名医招牌名医招牌名医招牌”””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哈薇薇哈薇薇

市卫健委举办市卫健委举办市卫健委举办
中药饮片质量评比大会中药饮片质量评比大会中药饮片质量评比大会

本报讯（记者哈薇薇） 为全面提高全
市中药饮片质量，让群众用上安全药、放
心药。近日，由市卫健委主办、市中药质
控中心承办的中药饮片质量评比大会正式
举办。

会议共抽检 31 家医疗机构的中药饮
片，聘请省内外专家对中药饮片质量进行
盲评。在评比过程中，专家依次给每个抽
检样品打分，并有专人做分析记录。会后
由质控中心对评比结果进行分析汇总，将
总体质量情况通报各有关单位，并对重点
品种进行讲解分析，对存在问题予以剖
析，督促各单位重视中药质量，保证人民
群众生命健康。

以名医名字命名
建起公立医院

站在崭新的盐山县寿甫中医医
院的门诊楼前，89岁的老中医孙光
周用手抚摸着张锡纯塑像，百感交
集。盐山县中医药事业的发展，可
谓一波三折。

时光回溯到上世纪 50 年代。
1950年，全国卫生工作会议召开，
会议精神让盐山县中医药工作者热
情高涨，他们积极投身社会，为人
民群众的健康服务。1954年、1958
年全县两次召开中医药工作会议，
贯彻党的卫生工作方针，成立“盐
山县卫生工作者协会”。1961年，
盐山召开现场会，推广针灸治疗疾
病经验。1969年，全县实行合作医
疗制度，成立土方土药研究小组，
汇集土、单、验方 1500余个并编
辑成册，其中 5个土、单、验方选
送全国中医药展览会，“三叶膏”
入选当年《全国中草药新医法展览
会选编》。1971年，由盐山县中医
药人员自行研制的治疗哮喘的中药
制剂“陀罗益金丹”热销全国。在
经济欠发达时期，盐山积极发挥

“简、便、易、廉”的中医药优
势，为盐山百姓的健康护航。

提起盐山的中医药发展史，就
必然得提一位响当当的人物，他就
是中西医汇通学派的杰出代表张锡
纯。张锡纯，字寿甫，1860年出生
于盐山县张边务村。一生钻研祖国
医学，留下了一部医学巨著《医学
衷中参西录》，被称为“第一可法
之书”。其中“师古不泥古，参西
不悖中”的中西医结合思路，为我
国的中西医结合事业提供了有益借
鉴。而盐山这片滋养大医的热土，
也成为继承发扬张锡纯学术思想的
摇篮。

为了让张锡纯的学术思想后继
有人，上世纪 70年代，盐山通过
学历教育、短期培训、专题培训、
函授教育等多种形式培养中医药人
才 3千多人。但此时的盐山，却没
有一家自己的中医院。

孙光周永远也忘不了那一天。
1979年，时任沧州地区中医学

会秘书长、河北省中医学会常务理
事的他，有幸参加了河北省中医学
会理事会议，并受到省领导的接
见。他详细汇报了沧州中医药事业
的发展状况，特别是继承弘扬张锡
纯学术思想方面的实际情况。省领
导听后非常感慨，认为盐山应该建
立一家以张锡纯名字命名的公立医
院。为表达对大医张锡纯的尊敬，
最终确定以张锡纯的字“寿甫”作
为盐山医院的院名，并委托孙光周
作为信使送信给时任卫生部部长的
崔月犁汇报河北省的意见以及争取
国家卫生部的支持。

没想到省领导如此重视张锡纯
和中医药事业，孙光周不敢耽搁片
刻，立即启程前往北京，一切比预
想的还要顺利。崔月犁部长读信
后，当即挥毫泼墨为张锡纯纪念碑

题词——张锡纯先生之碑，还邀请
时任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局长胡熙明
为寿甫医院题写院名。

寿甫医院
消失10年后重新恢复

盐山县政协原副主席吕少军回
忆说，那时他在盐山县卫生局工
作，刚刚参加工作不久的他，亲
历、目睹了盐山县寿甫医院从无到
有、从小到大。他说，为建成、建
好寿甫医院，很多县卫生局、寿甫
医院的负责人比如裴书文、杜永
增、张文香、刘金声、柳溪洪、张
文发等克服了重重困难，付出了极
大的辛劳。经过近 4年的筹备，终
于迎来了盐山县寿甫医院的落成。

1983年，盐山县争取省资金 5
万元建房屋 22间，建立中医门诊
部。1988年，争取国家卫生部和省
市有关部门支持 38万元，建设门
诊楼、病房楼 2500平方米，开放
病床 80张，设立中医内科、中医
外科、妇科、五官科、肛肠科、检
验科、放射科、B超室等10个临床
医技科室。建院初期，寿甫医院汇
集了全县中医技术骨干和基层优秀
医务人员，医院建章立制，突出中
医特色和技术力量建设，取得了良
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赢得了
广大患者的信赖。

发展中的寿甫医院同样遇到了
市场经济的挑战。2000年 7月，寿
甫医院因经营困难，与盐山县医院
合并，改名盐山县人民医院。吕少
军说，寿甫医院消失的 10年，也
让医院错失了中医药发展的黄金十
年。

2009年春夏之交，吕少军和时
任盐山县副县长的陈秀丽前往河北
省中医药管理局，争取恢复寿甫医
院有关事宜。中医药管理局负责人
见面后说：“盐山县是张锡纯的故
乡，承担着弘扬张锡纯思想的重
任，是县级中医院发展的风向标，
盐山县寿甫医院的发展，卫生部、
国家中医药局领导一直都非常关
注。”陈秀丽代表县委、县政府表
达了决定恢复盐山寿甫医院的决心
和信心，并承诺努力把寿甫医院办
得更好，把国家的中医药政策落实
好。

2010年 5月，盐山县寿甫医院
在消失 10 年后，终于得以恢复，
并更名为“盐山县寿甫中医医院”。

传承大医精神
医院发展步入快车道

恢复后的盐山县寿甫中医医院
如凤凰涅槃浴火重生。李猛作为新
时代的中医人，见证和经历了新时
期医院的发展。

2016年 1月，李猛被任命为盐
山县寿甫中医医院院长。为使中医
院保持中医药特色，李猛倡导全院
遵循张锡纯的“中西汇通、衷中参
西”思想，弘扬大医精神，强化医
德教育、医术培训，加大中医院核

心价值体系建设力度，充分发挥中
医药“简、便、验、廉”的特色和
重点专科的优势，不断提升医疗服
务质量，狠抓制度化、规范化管
理，从此寿甫中医医院步入发展快
车道。

为擦亮中医院“张锡纯”名
片，李猛十分重视张锡纯学术思想
的挖掘与传承。他充分发挥“盐山
张锡纯学术思想研究会”的作用，
加强与省中医药文化交流协会、各
地张锡纯中医文化研究机构的沟
通，挖掘张锡纯 《医学衷中参西

录》等著作的理论内涵，有效指导
临床和产业实践。同时，组织编写
完成了 45集历史人物传记类电视
连续剧《大医张锡纯》剧本；启动
了《张锡纯传》《张锡纯纪实史料
汇编》《张锡纯〈种菊轩诗草〉欣
赏》《〈医学衷中参西录〉 1918年
付梓本校订版》等专业著作的研究
编写，大大提升了中医院张锡纯学
术思想研究与传承氛围。

2018年 10月，首届张锡纯学
术思想传承创新发展大会在盐山县
召开，寿甫中医医院是承办单位。

会议吸引了来自全国各地众多知名
中医专家，共商张锡纯学术思想传
承创新发展大计。大会的成功举办
让李猛信心倍增，在盐山县委、县
政府和盐山张锡纯学术思想研究会
的支持和辅佐下，2020 年、2023
年，寿甫中医医院又成功举办了第
二届、第三届张锡纯学术思想传承
创新发展大会，会议在全国中医界
引起强烈反响，同时也将张锡纯学
术思想研究推向一个新高潮。

由于历史原因，寿甫中医医院
的建筑空间一直制约着医院的发展
势头，几年来，尽管扩建了一个新
院区和两个科室，但仍未从根本上
满足城乡居民对中医药服务的需
求。李猛看在眼里，急在心上。他
带领中医院领导班子，认真研究和
落实上级及县本级的医疗卫生服务
体系规划，积极争取国家基建项
目，主动取得县委、县政府的支
持。

功夫不负有心人，《盐山县 20
件大事实事（2019-2020年）》于
2019年 1月 8日出台。文件明确提
出：“建设寿甫中医院项目，同步
规划建设张锡纯学术报告厅，集展
览、纪念、学术研讨于一体，能够
承办两年一度的张锡纯学术研讨
会。”

2023年 10月，总投资 6800多
万元、占地面积 2万平方米、开放
床位 200余张的寿甫中医医院新院
区落成。看着医院广场上的张锡纯
塑像，李猛感慨万千：寿甫中医医
院几经沉浮，历经 40多年，从最
初的中医门诊部发展到今天，是几
代盐山中医人的付出和期盼。未来
的寿甫中医医院将紧跟时代步伐，
继续推进“e健康”工程、中医文
化全媒体传播、中医药健康旅游、
体育健身康复器材制造、“医养结
合”健康养老模式，形成多层次、
多样化的中医药健康服务新格局，
继续为护佑盐山人民的健康贡献力
量。

我市建成我市建成我市建成
999个老药工传承工作室个老药工传承工作室个老药工传承工作室

本报讯（记者哈薇薇） 近日，我市老
药工传承工作室第一期学术交流会议，在
沧州中西医结合医院康复院区召开。交流
会围绕老药工传承工作室建设思路和经
验，邀请京津冀中药专家与沧州中西医结
合医院的 9位老药工传承工作室负责人进
行深入交流。

会上，老药工邵林现场演示了党参、
白术的炮制方法，并重点讲解了米炒党
参、麸炒白术的炮制方法及注意事项，让
与会人员对传统中药炮制有了更直观的认
识。

为加强老药工传统技艺传承，培养
一批中药传统特色技术传承人才和工匠
人才，促进中医中药协调发展，市卫健
委将老药工传承工作室建设纳入中医药
传承创新发展示范试点项目。经前期遴
选，全市共选出 20 名中医药理论基础扎
实、有丰富独到的中药传统技艺专长、
在一定区域或领域内被公认的传统老药
工。目前，我市已建成 9个老药工传承工
作室，其余 11 个工作室将在 2025 年底全
部建成。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国医大师张伯礼在第三届国医大师张伯礼在第三届（（中国中国··盐山盐山））
张锡纯学术思想传承创新发展大会上发言张锡纯学术思想传承创新发展大会上发言

盐山县寿甫中医医院新院区盐山县寿甫中医医院新院区

全国名老中医吕志杰向寿甫中医医院的弟子赠送中医专著全国名老中医吕志杰向寿甫中医医院的弟子赠送中医专著

本报讯（傅新春、彭锦帅）夏日天亮得
早，上午8点多，河北献县小屯村“中医健
康小屋”前来就诊的患者就排起了长队。
来自献县中医院的中医马卫卫、高爱华换上
白大褂又开始了紧张的工作。

“手不麻也不抖了，都能蒸包子了，多
亏马大夫的医治！”在“中医健康小屋”，78
岁的孙永梅拉着马卫卫的手表达感谢。“老
人家，吐舌，伸手。”马卫卫又一番复诊，
给孙永梅开了一个疗程的中药，进行巩固治
疗。由于“中医健康小屋”治疗效果很好，
来这里看病的村民络绎不绝，有的是复诊，
有的是初诊。

中医药以其简、便、验、廉的独特优
势，倍受百姓信赖。小屯村党支部书记李虎
介绍“中医健康小屋”的来历时说，农村的
老年人居多，仅小屯村60岁以上的就有600
多人，人上了年纪慢性病就多。有的疾病西
医治疗不适宜，中医却有优势，行动不便的
老人渴望就近能看上中医。对此，献县中医
院启动了“中医健康小屋”建设计划，由拥
有中医药优质资源的献县中医院负责建设，
小屯村的“中医健康小屋”是全县第一个。

负责“中医健康小屋”建设工作的献县
中医院内科系统党支部书记安帅帅说，目
前，在全县已试点建设了6个“中医健康小
屋”，出诊中医均由县中医院选派。“中医健
康小屋”内悬挂有中医药知识科普挂图，设
有中医治疗床。

在“中医健康小屋”看病贵不贵？“7
天的汤药70块钱，不算贵。”小屯村的孙永
梅老人指着药方说。孙永梅身体有多处不
适，腿疼、腰疼、手麻、憋气等，经过中医
调理后有的症状消失了，有的症状有了很大
改善。据悉，针灸、推拿、艾灸等治疗是免
费的。56岁的孙宝娟是大棚葡萄种植户，
后背长期疼痛，严重的时候疼得夜不能寐。
出诊的中医诊断后告诉她，疼痛源自体内聚
集了湿气，与在潮湿环境里劳动有关系。经
过拔罐、针灸，服中药治疗，疼痛感由强变
弱，睡眠也恢复正常了。村里的‘中医健康
小屋’看病真方便。”孙宝娟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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