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满足中医特色诊疗需求

健全中医药服务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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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养三九补品旺，夏治三
伏行针忙。”冬季是一年中进补
的大好季节，而冬令进补、调
理也成为部分江津市民的“冬
季必备”；到了三伏天，不少市
民则会选择进行冬病夏治，常
用的有穴位贴敷、温针灸、拔
罐、推拿、艾灸和中药内服、
外熏等治疗方式。如今，通过
中医特色诊疗治未病已逐渐成

为江津市民的健康时尚之选。
近年来，我区积极整合中

医药适宜技术，制定各类特色
保健方案，为群众提供质量优
良的中医特色保健服务。实施
0-3 岁儿童和 65 岁及以上老人
的中医药健康管理服务项目，
开展中医体质辨识、穴位按摩
等服务，提供中医药健康保健
指导；在家庭医生签约中融入

中医药服务，通过家庭医生团
队合理配置，实现每个团队都
能提供中医体质辨识和治未病服
务，为慢性病患者提供个性化项
目。2022年，全区65岁及以上老
人中医药健康管理率达70.04%。

针对老年康复患者，全区
各基层医疗机构还结合各类康
复器材，为老年人提供推拿、针
灸等中医药适宜技术，打造“中

医药+”医养护一体化诊疗康复
新模式，拓宽中医服务范围。

下一步，我区将持续深化
推进中医药医改工作，积极打
造区域中医医疗中心，健全中
医药服务体系，持续加强中医
体系内涵建设，全力做好全国
基 层 中 医 药 示 范 区 的 创 建 工
作，推动全区中医药事业高质
量发展。

推进医共体建设 加强人才培养 发展中医特色诊疗

我区全面推动中医药事业高质量发展
记者 王茜 实习记者 张心爱 通讯员 杨松 陶唐琼 曹钦科

中医药学是中华文
明的瑰宝。近年来，江
津区作为全国基层中医
药工作先进单位，持续
发挥中医药“模范生”
优势，着力加强基层中
医药服务能力建设，全
面推动中医药事业高质
量发展。

近年来，区委、区政府高
度重视中医药工作，党政主要
领导专题研究完善中医药激励
政策、推进重点项目建设，协
调解决项目资金、人员配置等
基层中医药发展难题，进一步
改 善 和 满 足 基 层 百 姓 “ 看 中
医、服中药、治好病”的需求。

提 档 提 质 ， 筑 牢 服 务 阵
地。我区将修缮全国著名中医
任应秋故居项目、中医药陈列
馆项目、尖巴山中医静旅颐养
项目纳入规划，先后成立全国
基层名中医张安富传承工作室 1
个，全国劳模何朝刚中医肛肠

创新工作室 1 个，区级基层名中
医工作室 8 个，打造市级精品中
医馆6个，区级精品中医馆12个。

筑牢基层服务网底。我区
在全市率先建立中医阁建设标
准，提升镇街村卫生室中医药
服务，打造中医阁 34 个，占全
区村卫生室的 14%。此后，我区
持续推进中医阁建设，不断筑
牢基层服务网底。目前，全区
所 有 社 区 卫 生 服 务 中 心 和 镇
（中心） 卫生院中医馆覆盖率达
100%。同时，全区每年投入 200
万元，更新 5-10 个基层医疗卫
生单位中医诊疗设备。

搭建中医药服务医联体。全
区各基层医疗机构均与区中医院
建立中医药服务医联体，形成管
理一体化、服务同质化、信息共
享化的基层中医药服务发展体
系。目前全区 30 家基层卫生院
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均能开展穴
位贴敷、拔罐、推拿、针灸等中
医非药物疗法，各村卫生室 （社
区卫生服务站） 均能提供中医非
药物疗法，让群众在“家门口”
享受优质中医药服务。

信息化水平同步提升。我
区通过实施“互联网+中医药健
康服务”行动，依托全民健康

信 息 平 台 ， 完 善 中 医 电 子 病
历、电子处方等数据库，持续
开展中医远程教育、远程会诊
等业务应用。2022 年以来，全
区基层医疗机构开展远程会诊
641 次，开展辨证论治 1823 次，
中医服务触角有效延伸。

我区还不断加强中医体系
内涵建设，以区中医学会为依托，
投入 20 万元，整理全区名医名
家学术思想与医案，编写 《重
庆市江津区传承与创新》 书籍；
投入 30 万元，在 12 家基层卫生
院实施中医药文化知识角建设，
营造浓厚的中医药服务氛围。

中 医 药 学 作 为 传 统 医 学 ，
“师带徒”这一古老的教学方式
是 其 传 承 发 展 的 重 要 载 体 。
2018 年 4 月 3 日，区中医院举行

“全国名中医王辉武、郭剑华传
承 工 作 室 启 动 暨 拜 师 仪 式 ”。
仪式现场，区中医院选拔出 10
名医务骨干分别向老师敬茶、

行礼，正式确立师徒关系。这
既是对个人能力的认可，也成
为我区中医药人才培养的“助
推器”。

众所周知，中医药服务能力
的提升，关键在于人才的培养。

为进一步拓宽基层中医药
人才建设广度，近年来，我区
通过大学生公招、基层考核招
聘、“津鹰计划”、高校招聘、
选调、订单定向等方式，引进

“领航”人才。数据显示，全区
现有执业资质的基层中医药人
员共计741 名，占比达32.5%。

与此同时，我区不断依靠
医联体建设，选派中医药人才
进行进修、跟师学习，培养业
务骨干等方式，提高基层医疗
机构治未病的能力。

2022 年 开 始 ， 我 区 建 立
“区管镇用”“镇聘村用”用人
机制，安排 8 名区级医院中医医
师到基层开展对口支援 1 年，动

态帮扶指导开展新业务、新技
术 15 项 。 邀 请 王 辉 武 、 李 配
富、周天寒等国内知名中医药
专 家 、 资 深 临 床 医 学 专 家 21
名，参照“师带徒”模式分两
期对基层中医药后备骨干进行
集中培训，以此培养中医药学
科带头人及专科人才，全面提
高中医药人才队伍整体素质。

此外，区中医院与区中医
学会联合建立“西学中”培训
基地，成立中医专科联盟，先
后培训 500 名基层卫生技术人员
和乡村医生，培养发展“詹黄
张按摩法”“松筋止痛推拿技
艺”“钟氏桃红丹参饮治疗瘫痪
疗法”“传统疗法治疗淋巴结核
技术”“金沙建曲制作技艺”等
学术流派并成功入选 《江津区
第七批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
表性项目名录》，目前全区 235
家行政村卫生室均能开展 4 类以
上中医药适宜技术。杜市中心卫生院开展中医辨识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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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江津区中医药适宜技术推广培训

◀德感中心卫生院中医馆

▲区中医院医务人员为群众贴三伏贴

区中医院开展中医义诊活动

四川省名中医彭卫东传承工作室合作签约暨拜师仪式

夯实基层中医药人才队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