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记者哈薇薇）近
日，沧县旧州镇东关中心幼儿
园的孩子们走进沧县神然草药
园，近距离了解、体验中医药
文化。

走进草药园，淡淡的药香
扑面而来，孩子们立即被眼前
各种各样的中草药植物吸引
了。他们在工作人员生动的讲
述中，观察到各种中草药植物

的外形特点，也知晓了各种植
物的药用价值。

为了加深孩子们对中草药的
认识，工作人员还为他们专门设
计了“草药知识我知道”和“寻
找特定草药”比赛。一个个与中
草药有关的问题，点燃了孩子们
的求知欲。工作人员还让孩子们
戴上小斗笠、背上小竹篓，好好
过了一把小药农的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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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哈薇薇）近
日，沧州医专在校图书馆举行
了第一届“张锡纯经典读书
会”结业仪式。

张锡纯经典读书会成立于
2021年 11月，是医专为学生
们研究张锡纯医学文化搭建的
一个学习平台。两年多来，读
书会通过举办名家讲座、学习
交流会、实地研学等多种形
式，深挖张锡纯人文及学术思
想内涵，营造了浓厚的人文学

术氛围。
图书馆副馆长赵海鹏回顾

了读书会成立以来和会员同学
们教学相长、共同进步的点点
滴滴。

医专张锡纯文化研究所顾
问王鹏送上美好祝福，希望同
学们在今后继续认真学习研读
医学经典 《医学衷中参西
录》，积极宣传张锡纯及其医
学思想，把张锡纯医学思想发
扬光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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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张锡纯学术思想研究会市张锡纯学术思想研究会市张锡纯学术思想研究会
举办第七届学术研讨会举办第七届学术研讨会举办第七届学术研讨会

本报讯 （记者刘伟） 近
日，沧州市张锡纯学术思想研
究会在沧州市万康中医院举办
第七届学术研讨会。

此次学术研讨会旨在弘扬
中医药文化，提升中医药文化
影响力，进一步提高张锡纯学
术思想研究水平。会长吕旺介

绍说：“未来研究会将借助沧
州万康中医院这一平台，为广
大市民提供优质的中医药服
务。”

据了解，沧州市张锡纯学
术思想研究会成立于 2017
年，如今已经连续举办了七届
学术研讨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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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28日，天津中医药大学附
属武清中医院与盐山县寿甫中
医医院在盐山举行“医联体”
签约仪式。同时，“陈宝贵教
授全国名中医传承工作室”正
式启用，并举行拜师仪式和学
术报告会。

市卫健委负责人介绍说，
盐山寿甫中医医院要以此次医

联体协作为契机，进一步加强
中西医结合人才培养，打造中
西医协作平台，以更加优质的
医疗服务，增强人民群众对健
康美好生活的获得感和幸福
感。

在全国名中医陈宝贵教授
盐山县寿甫中医医院学术传承
人名单中，张锡纯五世孙张盛
熙也名列其中。

本报讯（记者哈薇薇）近
日，记者来到吴桥县中医药文
化宣传教育基地，看到这里已
经初具规模。

据了解，自去年以来，吴
桥县中西医结合医院深入挖掘
中医药文化内涵，充分利用医
院的庭院、建筑墙面、走廊、
候诊区等公共区域，建成中医
药文化宣传教育基地。宣传文
化教育基地分上、下两层结
构，建筑面积总计200余平方
米，一楼正厅采用“四水归
堂”的建筑形式，体现了中国
传统文化中的“天人合一”思
想。东侧为中医特色技术体验
馆，取意“杏林春暖”，还原
了中医的“望、闻、问、切”

的就诊环境，整体布局可以让
参观者一边体验一边学习。西
侧为中医药文化展厅，记载着
医院 70余年的发展历程。二
楼南侧的千年医脉图展示了千
年医脉的深厚底蕴和传承发
展；北侧陈列了200余种中草
药的植物标本，并介绍了各类
中药的性味、归经、功效及产
地，科普了常见中草药的功效
知识。

该项目作为我市中医药
传承创新发展示范试点项
目，提早谋划、精心部署，
于 2023年 11月开工建设，今
年 2 月中旬正式投入使用。
如今，中医药文化宣教基地
风貌初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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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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召
开。首批入选的 9位老药工传承工作室
负责人，纷纷表示要全面深入整理、传
承、推广老药工的经验与技能，培养一
批传统中药技艺传承人才，为沧州中医
药事业发展贡献力量。

技术决定药品优劣
密切“医”“药”关系

沧州中西医结合医院的闫国强从事
中药行业40余年，是此次入选的老药工
之一，在中药材鉴定和中药饮片炮制方
面具有丰富经验。

中药炮制技术是老药工的独门绝
技。数千年来，中药炮制沿着传统的生
产模式传承和发展，形成了一系列精湛
的炮制技术。针对中药炮制技艺，闫国
强说，中医善于从自然中获取智慧，中
药大多来源于自然中的动植物以及矿物
质，其炮制方法也源于取类比象，比如
大黄这一药材，经过不同的炮制方法可
以制成酒大黄、熟大黄、大黄炭等功效
完全不同的药品。熟大黄能够起到泻下
作用，而大黄炭却有收敛止泻的功效。

“炮制技术非常考验炮制人的技艺
水平。好比厨师炒菜一样，虽然烹饪典
籍上记载了炒制的过程和要点，但往往
有些厨师难以把握火候，导致炒菜的色
香味千差万别。”闫国强说，在中药饮
片的生产过程中，炮制工根据经验，把
握好蒸、煮、炒的时间和温度，以及操
作方式方法等，这一过程直接决定了加
工出来的中药饮片的质量优劣。

闫国强强调，中医和中药是中医药
文化不可分割的两个部分，中医离不开
中药，中药也离不开中医。但在具体的
医疗实践中，有些中医对中药缺乏感性
认识，不清楚不同炒制方法下的中药具
体疗效不同，医不识药直接导致开出的
药方可能针对性不强、疗效不好，影响
了人们对于中医药的预期。所以需密切
医和药的关系，增强中医识药的本领，
提升药方的准确率。

深研传统炮制技艺
让中草药走进校园

李宝芬，沧州中西医结合医院中药
学部主任，也是此次入选的老药工之
一。多年来，她一直深研中药传统技
艺，也渐渐笃定了传承好这一技艺的信
念。

取荷叶数张，整齐平放在锅内，
盖上锅盖，密封，上压重物，锅上贴
几张小白纸条，放数粒大米，用大火
加热……李宝芬一边“焖煅荷叶”一边
介绍说：“中药在高温缺氧条件下煅烧
成炭的方法，称焖煅法。”她说：“荷叶
炭有收涩化瘀、止血功效，用于多种出
血症及产后血晕。”

接下来的“麸炒山药”“砂炒鸡内
金”，更是让人目不暇接。光“炒”，就
有清炒、加辅料炒。搞这么多“花样”
是为何？李宝芬说，如苍术这味中药在
炮制时，要先用蜂蜜炒麦麸，再拿麦麸
炒苍术，炒至苍术表面呈深黄色、冒出

焦香气。用麸炒后，缓和了苍术的燥
性，利于增强健脾和胃的作用。

生活中，李宝芬是一个喜欢花花草
草的人。她说，别小看这花花草草，很
多都是可以入药的，比如生地黄、旋覆
花、金银花……经过简单炮制，就能发
挥出不同凡响的治病功效。为此，她还
把中草药课堂搬到了学校，让孩子们从
小认识中草药、了解中医药文化。

在李宝芬和同事们的努力下，包
括沧州市车站小学在内的几所小学校
已经开设了中医药校本课程。在专业
知识的指导下，这些学校开辟了中草
药种植园，孩子们亲手种下芦荟、艾
草、丁香等多种中草药，看着它们一
天天长大。

李宝芬说：“在中医药校本课程的启
迪下，很多孩子对中草药产生了浓厚兴
趣，一放假就拉上家长到户外采集中草药
植物并做成标本。看到中草药在孩子们身
上发生的“化学反应”，我们觉得这件事
越做越有意义，希望长期坚持下去，把这
项工作做得更加扎实、细致。”

培养人才迫在眉睫
做好传承创新文章

“一个优秀的中药师，拿到中药材
的一瞬间，可以凭借闻气味、掂分量、
看成色、查特点来判断真假，假药材做
得再逼真，也难逃老药工的法眼。”对
中草药鉴别有着特殊敏感性的丁洪青是
沧州中西医结合医院中药房负责人，也
是此次入选的老药工。

近年来，在政府的大力支持下，中
药传统技艺广受关注，全国共有12项炮
制技艺入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
性项目名录。但也存在一些令丁洪青和
其他老药工担忧的因素，比如老药工的
炮制技艺得不到传承、人才队伍青黄不
接、炮制技艺面临失传的危险、中药饮
片质量良莠不齐、行业创新力不足等共
性问题。因此，传承好中医药传统技艺
成为近年来沧州中西医结合医院中药学
部努力的方向。

良医好药，相辅相成。中医药是一

门实践性很强的学科，没有广泛的实操
经验、没有名师指点，很难体会个中奥
妙。沧州中西医结合医院中药学部采取

“引进来、走出去”的原则，经常邀请
外地中药学专家来沧授课，闫国强、李
宝芬、丁洪青等人还多次受邀参加省内
的中药学培训班，为新一代的中药人传
授洗、切、捣、磨、蒸、煮、煅等药材
炮制工艺以及中药饮片鉴别经验等，让
他们了解酒、醋、盐、姜汁、药汁、麦
麸、土、河砂等不同辅料的介入，使中
药呈现出的不同疗效，为中药学人才培
养贡献力量。

多年来，沧州中西医结合医院中药
学部继承发扬中医药传统，致力于中药
药剂学及相关领域的研究，在理论和技
术上不断完善提高，具备了自主研制、
开发和生产医院特色制剂的优势，综合
实力稳居河北省同行业领先水平。在老
药工的引领示范下，中药学部已经发展
为省药学系统市级重点发展学科、全国
中药制剂重点建设单位，长期为患者提
供丸、散、膏、丹等制剂的中医药服务。

如今，科技进步给中医药注入了新
鲜血液，呈现机械化、规模化甚至数字化
趋势，传统的中医药技艺该何去何从？科
技进步是历史的必然，传统的中医药也需
要跟上时代步伐，焕发新的生机。新时代
的中医人既要接受时代发展给中医、中药
带来的历史性变革，也要继承老一辈的传
统技艺，并为此竭尽全力。闫国强说：

“我们有幸成为我市第一批老药工，有了
国家和政府相关部门的支持，老药工传承
工作室定能发挥出它应有的价值，在传承
和创新上做好文章。”

“老药工传承工作室建设被纳入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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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市已建成 9个老药
工传承工作室，到 2025年底，其余 11
个老药工传承工作室将相继落地落
实。”市卫健委中医科科长苗欣说。

把脉沧州中医药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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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起中医药，第一反应会想到什
么？是散发着淡淡药香的老药铺，还
是望闻问切的年迈医师，抑或是煮沸
的药炉、苦味的药汤？事实上，中医
药近年来已经有了很大改变。

走进南川老街，就会发现一些新
变化。中药茶饮悄然入驻，玫瑰美颜
茶、茯苓祛湿茶、当归补血茶等各色
中药茶饮琳琅满目，深受年轻人的欢
迎。从养生茶饮到草本精油，从针灸
刮痧到健身疗法，越来越多中医药产
品和服务受到青睐。

比如，浙江省中医院研制的“乌
梅荷叶饮”，上线 24 小时售出 115 万
单，年轻购买者占比 80%以上；河南
东济堂中医馆开设食养厨房，提供桑
葚山药羹、茯苓煎饼等特色药膳，吸
引众人排队品尝；某社交平台上，八
段锦跟练视频达到数百条，有的播放
量达数千万次；在沧州中西医结合医
院的治未病科，三伏贴的预定供不应
求……

找准中医药与健康新需求的契合

点，是中医药历久弥新的关键。中医
药文化包括天人合一、防治未病等理
念，这与时下大众追求营养保健、养
生休闲的健康目标不谋而合。比如，
针对白天工作的上班族，沧州中西医
结合医院的南川老街国医堂把工作时
间延长至晚上9点，为老百姓提供中医
把脉、理疗、推拿等一系列服务；坐
落在南川老街的药膳堂，为游人提供
药食同源的养生食品，不仅兼顾了食
品的美味，更有益于人们的身体健
康。由此可见，聚焦养生需求、关注
健康痛点，深挖中医药文化的健康理
念内涵，“老”中医就能找到发展新路
径、绽放时代新风采。

中医药之所以引发关注，也与新
业态、新产品不断涌现有关。过去中
医药“藏在深闺人未识”，如今中医
药拥抱新概念，开辟出更多应用场景
与产品类别。在沧州，一家名为康养
堂的中医馆已经实现AI把脉，中医结
合机器的诊断综合开方，更高效、更
准确。放眼全国，在广西，南宁市中

西医结合医院制作包含甘草、薄荷、
莲子等的中药材耳饰，受到年轻女性
欢迎；在北京，白塔寺药店推出香薰
布偶、莲蓬药锤、中药材冰箱贴等文
创产品，变身网红打卡地；在四川，
成都一家商店开发枸杞拿铁、陈皮拿
铁等“草本咖啡”，引来不少市民尝
鲜……把握潮流、丰富载体，有利于
中医药文化提升“能见度”、增加吸引
力。

“药香也怕巷子深”，中医药要实
现活态传承，少不了话语体系的创新
与传播形式的拓展。如今线上，沧州
许多中医师开通新媒体账号、拍摄短
视频，就网友关心问题答疑解惑；线
下，我市的中医义诊活动比比皆是，
方便群众就近免费享受“把脉问诊”
服务；中医药科普读物层出不穷，沧
州也正在计划编撰面向青少年的文化
读本，而各大中医院也在持续推动中
医药知识进校园、进课堂活动。以健
康理念为基础，以治病扶伤为关怀，
通过时代化、大众化、创新性阐释，

中医药文化正走进千家万户，在更多
人心中生根发芽。

在实践中创新，在传承中发展，
传统中医药已经走上了一条崭新之
路。同时也要看到，无论形式上怎么
创新，守正永远是中医药的立身之
本，中医药文化传播必须把健康理念
放在优先位置。中医药专家提醒消费
者注意，对于含有中药成分的产品，
购买时须看清说明。不能只追求多样
性和新奇性，更要保证适用性和安全
性，持续推动中药质量提升和产业高
质量发展，中医药才能实现新突破。

中医药学是中国古代科学的瑰
宝，也是打开中华文明宝库的钥匙。
当前，中医药振兴发展大有可为。继
续探寻时代价值、传承文化精华、坚
持守正创新，沧州中医药事业定能薪
火相传、生生不息。

守正创新让中医药焕发新活力守正创新让中医药焕发新活力守正创新让中医药焕发新活力
哈薇薇哈薇薇

岐黄纵谈

李宝芬李宝芬（（右右））为孩子们介绍中草药植物为孩子们介绍中草药植物

闫国强为中药师们培训中药炮制技术闫国强为中药师们培训中药炮制技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