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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药学包含着中华民族几千年的健康养生理念及其实
践经验，是中华文明的一个瑰宝，凝聚着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

博大智慧。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国务院把中医药工作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作出一系

列重大决策部署，为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指明了方向。省委、省政府对中医药的重视
程度前所未有，对中医药事业的推进力度前所未有，社会各界和人民群众对中医药的

广泛认同度前所未有，中医药大发展正当其时。
为进一步做好全省中医药工作宣传报道，即日起，河北日报联合河北省中医药管理

局推出《聚焦中医药》专版，全方位、多角度宣传党的中医药方针政策，传播中医药文化、
普及中医药知识，报道中医药工作典型，在全社会营造重视中医、崇尚中医、发展中医的
良好环境氛围，以更好地让群众认识中医、热爱中医、使用中医。如您有好的意见、建议
或线索，请联系我们，联系电话：18032268895，邮箱：zhang9550@163.com。

“最近，我明显感觉腿上有力量了”“你看看，我现在走路好多
了吧？”……3月9日，在石家庄通元按摩艾灸馆，刚刚做完推拿按
摩的李平老人主动要求扔下拐杖，在屋里缓缓转了两圈。

2022 年，李平老人第二次突发脑梗，半边身体活动受到很大
限制，正常走路都很困难。两个多月前，在邻居介绍下，家人专程
带她找到通元按摩艾灸馆的中医王春景，通过推拿按摩进行康复
训练。

“李阿姨刚来时，根本走不了路，现在好多了，可以扔掉拐杖
慢慢走上几十米。”看着老人一点点恢复，王春景也很欣慰，“能用
自己的中医专长为患者服务，是我这辈子最大的梦想和追求。”

王春景梦想得以实现，除了个人努力外，还有一个重要因
素——省里实施的中医医术确有专长人员医师资格考核政策。
今年 2 月份，王春景参加了省中医药管理局组织的考核，并以
独到的技术顺利通过专家组考核。

省中医药管理局有关负责人介绍，中医医术确有专长人员通过
考核，将获得省里颁发的中医 （专长） 医师资格证书，这意味着他
们以后可以进入医疗机构，也可以独立开设诊所行医了。

王春景初中毕业后开始接触中医，先跟随岳父学习正骨推拿技
术，后到按摩学校跟师学习推拿按摩，此后又两次拜师名中医，学
习针灸技术和中医内科知识。

经过 20多年的学习实践，王春景的推拿按摩技术，深受患者
信赖。找他看病的人很多，基本上都是通过口口相传找过来的。

同全国其他地方一样，我省像王春景这样确有专长的“民间郎
中”有很多，他们也都曾经历过或是正在经历与王春景以前一样的
尴尬：没有经过院校医学学习和培训，没有医师资格证书，也没有
渠道考取医师资格证书，只能游离在合规执业医师队伍之外。

针对民间很多从事多年中医医术实践活动、医术确有专长的人
员无法通过统一考试取得医师资格的情况，我国 2017 年施行的

《中医医术确有专长人员医师资格考核注册管理暂行办法》改“考
试”为“考核”，明确规定，采取专家现场集体评议的方式对实践
技能和效果进行考核，考核合格后即可取得中医医师资格。

“为了推动这一办法在河北落地实施，2018年，省中医药管理
局在多次调研座谈、广泛征求意见的基础上，制定出台了《河北省
中医医术确有专长人员医师资格考核注册管理实施细则 （试
行）》，明确了中医医术确有专长人员可参加医师资格考核，以及
通过考核后的执业范围、执业地点和考核申请、发证、组织、注
册、监管和责任等问题。”省中医药管理局有关负责人表示，这意
味着，在我省确有专长的“民间郎中”也可获得行医资格。

实施过程中，省中医药管理局还拨出专项资金，设计开发了
“河北省中医 （专长） 医师考核网报系统”，可实现对报名人员地
域、专业等信息的统计和查询，也可对报名人员报名信息进行后台
查重、逻辑校验，极大地方便了中医医术确有专长人员报名管理和
信息统计。同时，还根据中医 （专长） 人员考核病证分类，遴选组
建了800余人组成的省级考核专家库。

正是在这一政策下，王春景向中医药管理部门提交了有关考核
申请，并按照规定逐一准备了连续实践中医满5年证明、中医医术
实践证明、3名中医类别执业医师推荐材料等资料，并通过了资格
审核。

“考核现场，有 5 位考官对我的中医专长、中医实践操作能
力、安全性等进行了现场考核。”王春景回忆说，考核非常严格，

“没有金刚钻，不敢揽这瓷器活儿”。
据介绍，截至目前，我省有 9680人报名参加考核，其中 2317

人通过资格审核。根据报名情况，省里已组织了两批考核，952人
参加考核，78人考核合格，他们的中医专长将在维护群众健康中
发挥积极作用。 (文/吕 钊)

春风又绿太行山。3 月 30 日，在涉县以岭药业万亩药材规范
化种植基地，黄色的连翘花漫山遍野，正在这里调研的中国中药
协会中药材种植养殖专委会副主任刘红卫边察看今年连翘的生长
情况，边向县农业农村局、以岭药业负责人叮嘱一些管理注意
事项。

连翘，具有清热解毒、消肿散结的功效，是临床常用的传统中
药之一，常被用于治疗急性风热感冒、淋巴结核等症。人们常见的
银翘解毒丸、双黄连、连花清瘟等药品都以连翘作为主要成分。

涉县境内山峦相接，沟谷纵横，适宜的环境、气候和土壤为
中药材生长提供了良好的生态环境，其中连翘资源最为丰富。“自
古以来，涉县就有‘黄花山’‘黄花岭’之称，这里的连翘因药性
佳被称为道地药材。”涉县农业农村局高级农艺师贾和田介绍，连
翘广泛分布在太行山上，野生连翘集中分布规模 20 万亩。近年
来，涉县大力扶持中药材产业发展，推广连翘生态种植，人工种
植面积达到12万亩。

涉县连翘种植的推广，离不开以岭药业的“龙头”带动。
“连翘是我们公司专利中药连花清瘟的主要成分之一，也是河

北省重点发展的中药材。”以岭药业有关负责人表示，近年来，以
岭药业大力推动连翘在太行山产业带的发展，从优良品种的选育
繁育、规范化种植管理、规范化加工、综合利用等方面大力推
进，建立了邯郸市涉县、武安市以及石家庄市井陉县三大基地，
连翘种植面积达数十万亩。在这三大基地中，涉县连翘种植基地
发展最成熟，是以岭药业与涉县政府共同建立的集优质种质种苗
选育、规模化种植、产地仓储、数字化交易平台为一体的连翘产
业集群。

在涉县偏城镇桑栈村的种植基地，望着远处层层叠叠的连翘
花，涉县以岭燕赵中药材有限公司常务副总经理宗建新信心满满：

“这些人工抚育的连翘，既保证了公司药品生产所需，又使当地群
众的腰包鼓了起来。”

春天赏花，带动当地旅游；夏天采摘，增加农民收入；秋冬种
植修剪……连翘种植形成了一个完整产业链条。就拿采摘季来说，
100亩连翘约需要30个劳动力，每人每天的采摘收入少时百余元，
多则三五百，“一年下来，当地农户靠连翘增收每人约有两三万元。”

据介绍，2012 年，以岭药业依托产业、技术等优势，在涉县
偏城镇投资承包 10万亩荒山，用于连翘集中种植，覆盖包括桑栈
村在内的 20余个行政村。目前，以种植基地为中心，以岭药业已
构建形成了“公司+基地+农户”的产业模式。

“连翘种植已成为我们县的一个特色产业、富民产业。”贾和
田说，别看连翘味道苦，但连翘叶可加工成茶叶，果实可入药，
籽可榨油，连翘浑身都是宝，不仅绿化了荒山、美化了环境，还
让当地农户腰包实实在在地鼓了起来，走出了一条“以特兴农富
农”乡村振兴之路。 （文/孙 阳）

用精湛中医技术守护百姓健康
——“第三届河北省名中医”群像

第三届河北省名中医名单
（按姓氏笔画排序）

以岭药业在涉县构建“公司+基地+

农户”产业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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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中医院院长郭登

洲在给患者看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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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中医院中

药师给患者抓药。

省中医院供图

党的十九大以来，我省中医药系统坚
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为指导，认真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
和省委、省政府工作要求，传承精华、守正
创新，埋头苦干、恪尽职守，在推动中医药
强省建设中，涌现出了一批医德高尚、医术
精湛、行业认可、群众信赖的名医名家。

2月17日，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省卫生健康委、省中医药管理局联合下发
关于表彰第三届河北省名中医的决定，授
予于晓东等 50名同志“第三届河北省名中
医”称号。

那“名中医”因什么而“名”？是如何运
用中医技术守护百姓健康的？又是如何传
承精华、守正创新，致力于中医药振兴发展
的？……日前，笔者采访了省中医药管理局
有关负责人和部分名中医。

长期坚守中医临床一线，潜
心研究，致力于中医药事业发展

3月22日9时许，省中医院国医堂名中
医郭登洲的诊室门口，就排了 20多位慕名
来看病的患者。

“您的肾病控制得不错，这次主要针对
您的肌酐数值高、浑身乏力等症状，我给您
调几味药。”诊室内，郭登洲边给 71岁的刘
老太太把脉，边询问老人最近一段时间的
身体状况，经过再三斟酌，他对老人上次的
中药处方作了调整。

刘老太太家住石家庄市，是一名慢性
肾衰竭患者，找郭登洲看病有好几年时间
了。“在郭大夫精心治疗下，这几年我的病
情整体控制得不错。”刘老太太激动地说。

郭登洲 1984 年从河北中医学院毕业
后，一直从事中医临床工作。虽然现在已是
省中医院院长，但他从未放弃临床，每周坚
持出诊。

“找郭院长看病的患者很多，有市里
的，也有不少外地来的。”省中医院有关负
责人介绍，30多年来，郭登洲对肾病潜心研
究，在治疗急性和慢性肾炎、肾功能性衰
竭、难治性肾病综合征、糖尿病肾病、乙肝
相关性肾炎、紫癜性肾炎、肾结石等肾脏疾
病，以及肾虚引起的腰膝酸软、疲乏无力等
病症方面，摸索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诊疗技
术和方法，疗效显著。

和郭登洲一样，此次评选出的 50位名
中医长期坚守中医临床一线，读经典、拜名
师、深体悟、做科研，数十年如一日埋头钻
研，一步步成长为身怀绝技的中医专家，用
独特的中医药技术和疗法，守护着广大群
众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

悬壶50余载，已经70岁的河北医科大
学第二医院主任中医师李风学虽已退休多
年，但依然坚守在临床一线。

“李老现在周一至周五上午都出诊，给
患者看病开方，为跟师学习的徒弟、实习学
生讲解病情和治疗心得，一忙就是一上
午。”李风学的徒弟高严介绍，李老热情随
和，视病人如亲人，年门诊量达万余人次，

经他治愈的患者难以计数。
在长期临床实践中，李风学形成了“明

确西医诊断—辨病，运用中医理论—辨
证”，将辨病与辨证相结合，以中医为主的
中西医结合诊疗新思路，擅长用中医药技
术治疗内科、妇科、男科、儿科相关疾病，尤
其对复杂肾病及恶性肿瘤的诊治，有着自
己独特的理论体系。

皮肤病虽是一种常见疾病，但很多时
候很难治愈。石家庄市中医院主任中医师
李领娥迎难而上，与皮肤病“打交道”30多
年，为无数皮肤病患者解除了痛苦。

针对疑难皮肤病临床治疗困难、顽固难
消等问题，李领娥提出了“内外同治，内和外
疏”的治疗理念，在遣方用药上注重人体脏腑
经络之通畅、卫气营血之调和、阴阳之平衡。

从皮损来辨证，李领娥认为皮肤病多
为湿热瘀阻所致。对此，她非常重视中医外
治法的开发利用，提出了“三径、六型、十
法”中医外治体系，开创了 36 种特色中医
外治疗法、56种外治协定处方制剂。

几十年如一日扎根基层，用
心用情守护一方百姓健康

“在燕赵大地上，活跃着一大批中医，
他们几十年如一日扎根基层，默默奉献，用
心用情守护着一方百姓健康。”省中医药管
理局有关负责人介绍，此次评选出的 50位
名中医中，有8位来自基层医院，他们是基
层中医的优秀代表。

在易县，说起看中医，很多人首先想到
的是县中医医院主任中医师李福海。1988
年，他从张家口医学院毕业后进入县中医
医院工作，一直扎根基层，坚守中医医临床
一线，坐诊、带教查房、带徒、搞科研……

“李院长擅长运用中医方法，治疗慢阻
肺、小儿肺炎、心脑血管病等常见病、多发

病，深受广大患者认可。”该县中医医院有
关负责人介绍，30多年来，从无名小卒到名
中医，再到现在的终身名誉院长，每天来找
李福海看病的患者达 50多人，其中外埠患
者占三分之一以上。

坚持经方为基础，兼通各家之长。李福
海通过跟师国医大师路志正教授，对易水
学派脏腑辨证、脾胃思想、湿病理论有深入
研究，提出了以脾胃为中心的五脏平衡理
念，善于通过调治脾胃和湿病治疗外感内
伤病。同时，还总结经验方，自制“利肺散”，
对治疗慢性阻塞性肺病取得显著效果。

来自承德县中医院的主任中医师宫春
明，同样深受当地群众欢迎，年门诊量达万
余人次，患者遍及京津冀及辽宁、内蒙古
等地。

宫春明从事中医临床 31年，崇尚四部
经典，旁及各家学说，尊崇平脉辨证，坚持
四诊合参，擅长应用针刀、针灸、埋线、手法
正脊、中药等方法治疗脊柱关节相关性疾
病及各种慢性软组织损伤，同时擅长“平脉
辨证”，运用中医中药治疗妇科病、皮肤病
及内科杂病。

在治疗肾病、糖尿病及内科疑难病方
面，新乐市中医医院主任中医师张素英有着
丰富的临床经验，是医院肾病专业学科带头
人，她主持的肾病科也是石家庄市中医重点
专科、河北省中医重点专科建设单位。

据介绍，张素英从事中医内科诊疗工
作 30多年来，坚持理论研究与临床实践紧
密结合，在继承中创新性总结制定了“水肿
中医诊疗方案”“消渴病中医诊疗方案”以
及一系列经验方，如“消渴I号方”治疗糖尿
病，“消渴II号方”治疗糖尿病肾病，“肾复I
号方”治疗慢性肾功能衰竭，“解郁安神方”
治疗更年期综合征，“利水消肿方”治疗肾
病综合征，都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为向更多群众提供中医药服务，张素
英还定期到化皮镇、车固村等卫生院出诊、
带教，提高基层中医药人员服务能力，惠及
当地百姓。

应对疾病，西医有西医的特长，中医有
中医的优势。为了解除患者痛苦，魏县中医
医院主任中医师张怀印坚持中医临床的同
时，还积极主动学习西医知识。

经过 40 年临床实践，他在治疗冠心
病、高血压、慢性支气管炎、风湿病等各种
内科疑难病、急危重症等方面，探索总结出
了一系列中西医结合的诊疗方法，尤其对
休克、中毒的救治有独到经验。

不仅仅是门诊、查房，张怀印还通过临
床带教、技术培训等途径，尽己所能为医院
和乡村培养临床人才。同时，他还积极开展
义诊扶贫，在东代固镇卫生院建立了以个
人名字命名的“健康小屋”，宣传党的惠民
政策，方便群众就医。

中医药的源头活水在基层，中医药工
作的重点在基层。对此，省中医药管理局有
关负责人表示，将以名中医评选为契机，进
一步加强中医药人才队伍建设，在全省树
立和弘扬大医精诚的行业精神，坚定中医
药文化自信，发扬中医药特色优势，积极推
进中医药学术传承创新，让群众在家门口
享受到“简便廉验安”的中医药服务。

传承精华，守正创新，不断
提高中医药服务能力

传承精华、守正创新是中医药学深厚
的根基，也是中医药事业发展的命脉。

在唐山市丰润区中医医院，中风科中
医特色突出，很多患者慕名前来求医，科室
也由原来一个科室发展成为三个临床科

室，是医院名副其实的龙头科室，被省中医
药管理局确定为河北省中医重点专科，被
唐山市卫生健康委确定为市级重点专科。

“这些成绩的取得，离不开主任中医师于
晓东的努力。”丰润区中医医院有关负责人介
绍，他1986年学校毕业后进入医院至今，坚
持做临床的同时，广览前贤著述，吸纳先哲经
验，从未停止对中医的探索学习，先后师从路
志正、房定亚、魏子孝、崔金海等名老中医。

在总结前人经验的基础上，于晓东对
中风、眩晕、头痛等常见病的治疗，有着丰
富的经验，研发出了治疗脑中风系列制剂
开窍丸、活血通络丸、息风通络胶囊、解语
胶囊、启智胶囊等。

既继承，又传承。于晓东也以师带徒方
式，积极把名老中医的学术思想和医术精
粹，以及自己的临床经验、对病理的理解传
授给年轻医生。据了解，他培养的两名继承
人都成为科室中坚力量，培养的 6 名基层
中医在当地也都小有名气。目前，作为全国
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继承工作指导老
师，他还培养了两名中医继承人，在所在地
丰润区和玉田县已具有一定知名度。

对秦皇岛市中医医院主任中医师洪月
光来说，读经典、做临床、拜名师是她的日常。

37年来，洪月光先后到东直门医院、中
日友好医院、广安门医院进修跟师学习，师
从国医大师孙光荣，首都名医王沛、朴炳
奎，国家名老中医麻柔、杨保元，传承国医
名师的学术思想。

据介绍，通过系统学习和不断积累经
验，洪月光提出了三阴乳腺癌的中医药全
程管理理念，运用中医辨证施治的总原则，
最大限度提高病人生活质量。同时，还针对
疑难重症——恶性胸腹腔积液，提出了“三
位一体”的治疗理念，即通过“中药口服+腔
内灌注+中药外敷配合红外线深部热疗”三
种治疗途径，达到治疗目的。

省中医药科学院主任中医师曹东义研
究扁鹊 30多年，在探索中医理论体系形成
过程中，编辑出版《神医扁鹊之谜》《扁鹊文
化与原创国医》等著作，发表学术论文数十
篇；省第八人民医院主任医师孙立新带领
科室总结归纳临床治疗经验，编写出版了

《临床中医临证诊疗精要》《老年常见病的
中西医结合诊治与护理》……利用临床工
作之余，很多名中医著书立说，积极发表学
术论文，通过“传帮带”培养年轻医生，全力
推动中医药事业发展薪火相传。

“此次评选出的 50 位名中医，都是在
学习、总结前人学术思想、临床经验、技术
专长的基础上，逐渐形成自己的思想、经
验，慢慢成长起来的。”省中医药管理局有
关负责人表示，将充分发挥名中医的示范
作用，加强对年轻一代中医的培养，在传承
中发展，在发展中创新，切实把中医药这一
祖先留给我们的宝贵财富继承好、利用好，
不断推动中医药事业更好发展。

（文/郭克宁、吴寅莹）

姓名

张 珮

张一昕

张怀印

张国江

张建强

张素英

张增建

陈 玉

陈志强

郝向春

胡宝丰

洪月光

宫春明

袁 军

袁曙光

栾英辉

高记华

郭登洲

曹东义

阎艳丽

梁贵廷

韩书明

韩立军

詹文彦

樊建平

暴宏伶

工作单位

张家口市中医院

河北中医学院

魏县中医医院

唐山市中医医院

石家庄市中医院

新乐市中医医院

邢台市第五医院

廊坊市人民医院

河北省中医院

秦皇岛市抚宁区中医医院

迁安市中医医院

秦皇岛市中医医院

承德县中医院

河北省中医院

河北省人民医院

清河县中心医院

河北省中医院

河北省中医院

河北省中医药科学院

河北中医学院

石家庄市中医院

邯郸市中医院

邢台市中医院

邯郸明仁医院

邯郸明仁医院

承德医学院附属医院

姓名

于晓东

王 辉

王志文

王改仙

王国明

毛宇湘

方朝义

史志刚

吕志杰

刘 建

刘春龙

刘彦岭

刘福来

刘增祥

齐 峰

闫国强

孙 盛

孙立新

李风学

李领娥

李福海

杨 倩

杨洪娟

张 军

工作单位

唐山市丰润区中医医院

保定市第一中医院

华北理工大学附属医院

保定市中医院

廊坊市中医医院

河北省中医院

河北中医学院

衡水市中医医院

河北中医学院

河北省沧州中西医结合医院

河北省沧州中西医结合医院

河北省中医院

河北工程大学附属医院

河北以岭医院

保定市第一医院

河北省沧州中西医结合医院

承德市中医院

河北省第八人民医院

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

石家庄市中医院

易县中医医院

河北省中医院

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

唐山市中医医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