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月27日下午，市中医院“山阳快车”学校专线首发抵达江
苏电子信息职业学院，肾病科、耳鼻咽喉科、针灸科等十余个临
床科室的医务人员为师生开展义诊、中药茶包制作、中医特色
疗法体验以及健康项目检查等服务，为他们送上中医“大礼
包”。

此次活动是市卫健委联合市中医院开展“山阳名医淮上
行 健康服务进校园”行动的首站。活动中，中医特色疗法体
验、中医体质辨识、中药香囊、茶包制作吸引了不少师生前来体
验，针灸、刮痧、拔罐、艾灸、耳穴埋豆等中医传统疗法让师生们
直呼“中医真是太神奇了”。

岐黄之术护百姓，中医匠心护安康。为切实发挥中医药优
势、守护人民群众健康，我市持续开展“中医药就在你身边”健
康巡讲、“岐黄校园行”活动，各级中医院举办大型义诊、膏方节
等活动，深入推进“方便看中医”“放心用中药”行动，开展千名
医师讲中医、中医药服务“三个一”、中医药宣传月等系列活动，
以丰富多彩、形式多样、贴近基层、贴近群众的中医药文化传播
行动，不断拓宽中医药服务领域。据悉，近三年，我市累计开展
义诊600多场、巡讲500多场，发放宣传资料20万余份，制作
中医药健康展板600余块，受惠群众数十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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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株小草改变世界一株小草改变世界、、一一
枚银针联通中西枚银针联通中西、、一缕药香一缕药香
跨越古今……中医药学是跨越古今……中医药学是
中华民族的伟大创造中华民族的伟大创造。。习习
近平总书记指出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医药学中医药学
是中国古代科学的瑰宝是中国古代科学的瑰宝，，也也
是打开中华文明宝库的钥是打开中华文明宝库的钥
匙匙。。

如何充分发挥中医药如何充分发挥中医药
作为中华文明宝库作为中华文明宝库““钥匙钥匙””
的独特作用的独特作用，，为中医药振兴为中医药振兴
发展厚植文化土壤发展厚植文化土壤？？淮安淮安
交出了自己的答卷交出了自己的答卷。。

作为山阳医派的发源地和主阵地，向中医药文化强市进发，淮
安有何底气？又如何发力？

政策先行，是淮安迈出的第一步。2021年6月25日，我市在
全省率先出台《关于促进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的实施意见》，将弘
扬中医药文化作为重要任务，并全面落实《江苏省中医药文化建设
发展行动计划》，明确内涵提升、平台建设、文化教育、人才培养、文
化惠民、品牌打造六大任务，推进中医药文化传播。同时，实施中
医药文化弘扬工程，中医药文化建设的资源和力量进一步汇聚整
合，多部门协同工作机制得到进一步完善，组织保障得到切实加
强。

近年来，我市厚植中医药流派传承发扬的文化土壤，着力推进
山阳医派传承与创新，全市中医药工作取得长足发展。记者了解
到，全市57个建制镇、38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已建成41个三级、
34个四级、12个五级及8个五级中医馆建设单位，拥有国家级、省
级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继承工作指导老师8名、省市级名中医
39名，建有11个市山阳名医工作室。

江苏中医流派史上，有“南孟河、北山阳”之说。其中的山阳，
指的便是山阳医派。

“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内，山阳县城作为水陆交通咽喉，是漕运
总督署、淮北盐运分司署、淮安关监督署所在地以及盐商巨贾聚
居地，同时也是医家悬壶济世营生的首选之地，呈现名医云集、世
代延续的局面。”山阳医派传承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室主任朱晋龙
介绍，山阳医派历代名医辈出，以吴鞠通为代表，有史可考的医家
有500余名、著作百余部，在治疗温病、伤寒及内、外、妇、儿、喉等
科疾病方面各有专长。

山阳中医源远流长，遗产丰富，但过往研究报道较少，急需挖
掘、整理山阳医派的系统性研究学术成就及特色。为传承与发展
山阳医派，我市在市中医院成立山阳医派传承发展研究中心，结
合人物、地理、传承、文化等因素，积极挖掘整理中医药历史文脉、
原创思维和学术特色，推出《神农本草经研究与运用》《杏林耕耘
录》《中医老年病证治》《汪再舫经验集萃》等数十部著作。

在中医人才培养及文化传播中注重山阳医派“精研温病”的
传承教育，梳理出山阳医派传承医家9支共计50余人，“吴鞠通与
山阳医派”被列为首批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如今在淮
安，山阳医派正焕发新的时代光彩。

走进位于淮安区河下古镇的吴鞠通中医馆，浓郁的中医药
文化氛围扑面而来。整个中医馆分为中医药文化展览区、中医
诊疗区、养生景观区三个区域，通过中医资料文物展示、名老中
医坐堂问诊、中医保健茶艺等方式，营造“养眼、养心、养性、养
生”的中医药文化氛围。

“吴鞠通中医馆不仅是研究、传播中医药文化的基地，更是
专家坐堂、为群众提供中医保健服务的窗口。”淮安区卫健委副
主任杨卫方介绍，馆内定期安排楚州中医院专家坐诊，为市民及
游客提供中医常规诊疗及咨询服务，让他们亲身感受中医药文
化的独特魅力。记者采访吴鞠通中医馆的当日，楚州中医院副
院长邵扣凤正在馆内中医诊疗区坐诊，为游客开展诊疗服务。

中医药文化是中医药传承发展的重要根基。近年来，我市
在平台建设上下功夫，进一步拓宽中医药文化传播途径，一方
面，建设中医药文化基地，发挥吴鞠通中医馆、程莘农故居等阵
地作用，加强地域中医药文化展览展示、宣传教育；另一方面，在
镇街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基层中医馆、社区、乡村群众活
动场所等地建设中医药健康文化知识角，为群众带来丰富的中
医药文化体验，努力为群众提供更加优质的健康服务。

■融媒体记者 蔡雨萌 通讯员 崔百军 傅根生

政策引领
为中医药文化发展“把好脉”

守正创新
山阳医派为中医药文化“续新篇”

平台聚力
为中医药文化发展“开好方”

服务赋能
为中医药文化发展“找准路”

2023年11月6日，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党委书记、主任，市中医
药管理局局长郑东辉一行赴沪召开山阳杰出医家刘树农学术思想
研讨会。

市卫健委举办2023’淮安市“山阳杯”中医药知识技能竞赛。

市中医院连续多年举办膏方养生节，传播山阳医派中
医药文化，深受群众欢迎。

市中医院医务人员走进江苏今世缘酒业股份有限公
司，开展“山阳名医淮上行”系列活动。

市中医院与淮阴师范学院附属小学结对开市中医院与淮阴师范学院附属小学结对开
展展““岐黄校园行岐黄校园行””科普活动科普活动。。

市中医院与全市多所小学结对市中医院与全市多所小学结对，，开展开展““岐黄岐黄
校园行校园行””活动活动。。图为市中医院党委书记叶春晖与图为市中医院党委书记叶春晖与
淮安小学校长周武带领学生种植中药苗淮安小学校长周武带领学生种植中药苗。。

市中医院“山阳快车”学校专线首发抵达江苏电子信息
职业学院，开展“山阳名医淮上行 健康服务进校园”行动。

2023年9月28日，江苏省中医护理专科护士培训班学员来到
淮安，寻访山阳医派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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