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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清市卫生健康局党组书记、局长韩义——

满足群众多样化多层次中医药需求

文/图 本报记者 马永伟

作为聊城“新三宝”之一临清桑黄的发祥地，临清中医药文化资源丰
富。近年来，临清市紧紧围绕人才队伍建设、国医堂和中医药特色村卫
生室建设、产业发展等，统筹谋划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不断满足群众多
样化、多层次的中医药需求，提升人民群众对于医疗卫生服务的获得感、
幸福感和安全感。11月1日，临清市卫生健康局党组书记、局长韩义做
客聊城市新闻传媒中心“中医药在聊城·局长访谈”栏目，分享了临清市
在推进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方面的经验做法和取得的成效。

加强中医药人才的“引育留用”

强化和完善中医药人才队伍建
设，是实现中医药事业高质量发展的
重要保障。面对群众日益增长的中
医药诊疗需求，临清市是如何强化中
医药人才队伍建设，提升中医药服务
水平的呢？

“我们牢固树立‘人才是第一资
源’的理念，加强中医药人才的‘引、
育、留、用’，坚持在强化和完善中医
药队伍上下功夫、出实招。”韩义介
绍。

引才方面注重拓宽渠道、精准施
策。一方面引进临清籍在外优秀人
才，另一方面加强与聊城职业技术学
院合作，培养本土化中医药人才，确
保人才引得进、留得住。

育才方面注重强化实践、注重传
承。开展中医药适宜技术培训，鼓励
基层中医药人员参加继续教育、外出
进修，通过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
提升基层中医药服务能力，目前已累
计培训 1900 余人次。鼓励师承教
育，建设聊城市基层名中医药专家传
承工作室3个、聊城市名中医药专家
基层工作站 1 个、名医基层工作站 4
个。开展中医医术确有专长人员医
师资格考核工作，鼓励“民间中医”依
法取得行医资格。

留才方面强调优化环境、情感留
人。凡在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
机构工作的医师、护师，可提前一年
参加卫生专业中级技术资格全科医
学、全科医学（中医类）和社区护理专

业类别的考试。与此同时，注重人文
关怀，营造良好的团队氛围，让中医
药人才感受到家的温暖，从而安心扎
根基层。

用才方面做到人尽其才、才尽其
用。鼓励中医药人才积极参与国家
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重点人群管理、
健康宣教等工作，满足群众多元化健
康需求。同时，通过组织136名临床
医师参加“西学中”培训，推动中西医
相互补充、协调发展。此外，让青年
骨干挑大梁、当主角，在重点项目、科
研课题、重大任务中担纲领衔。

实现基层医疗机构国医堂全覆盖

为方便群众就近就医，获得“简、
便、验、廉”的中医药服务，临清市在
国医堂和中医药特色村卫生室建设
方面做了大量工作。

“我们将充分发扬中医药独特优
势，做实做优基层阵地，让越来越多
的群众关注中医、了解中医、接受中
医、崇尚中医。”韩义告诉记者，目前
临清全市19家乡镇卫生院及社区卫
生服务中心实现国医堂全覆盖。

那么，国医堂具有哪些显著特
点？又能给群众就医提供哪些便利
呢？

“国医堂的建设离不开中医药人
才培养。”韩义说，近年来，临清市在
中医药适宜技术培训基地开展医护
人员专业培训，培训国医堂人员190
余人次，培训中医馆骨干人才 6 人。
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现有中医执业（助

理）医师151人、中药师22人，中医执
业（助理）医师占比达25%。

国医堂能够开展针刺、灸类、刮
痧等 6 类 10 项以上的中医药适宜技
术，这极大地丰富了基层医疗卫生机
构的中医药服务内容。

此外，将腰疼、头痛、中风病等21
个病种纳入中医日间病房管理，患者
当日治疗结束后，根据自身情况，经
医疗机构允许后，可离院回家，缩短
患者住院等候、治疗时间，提高了医
疗服务质量和效率。

“在中医药特色村卫生室建设方
面，通过规范设置中医药特色村卫生
室、强化中医适宜技术培训等措施，
营造浓厚的中医药文化氛围、全面提
升基层中医药专业水平。”韩义说，截
至目前，临清市已创建省级中医药特
色村卫生室（社区卫生服务站）8家、
市级中医药特色村卫生室（社区卫生
服务站）124家。

推动桑黄产业区域化产业化品牌化

临清桑黄，和东阿阿胶、冠县灵
芝一道，被誉为聊城“新三宝”。临清
市是如何利用其独特的古桑树资源，
推动桑黄产业区域化、产业化、品牌
化发展的？又取得了哪些显著成效
呢？

临清市深入挖掘临清桑黄产业
基础优势，高点谋划、高位推动，将
桑黄产业列入临清市“十四五”规划
和乡村振兴五年规划，写入《政府工
作报告》，从政策、资金、人才等方面

加大扶持力度；推动桑黄产业不断
发展壮大，制定了《临清市桑黄全产
业高质量发展规划（2024—2026）》
和《临清市桑黄健康产业发展工作
方案》。据了解，2019 年以来，临清
市已连续成功举办四届桑黄产业发
展大会。

同时，临清市着力推动桑黄产业
化、品牌化，全方发力、全链发展。目
前已初步形成了桑树种质资源保护、
桑黄人工栽培、桑黄系列产品和加工
于一体的全产业链，生产桑黄茶、桑
黄粉、桑黄中药饮片、桑黄酒、桑黄口
服液、软胶囊等系列产品8大类90种
产品。其中年产桑黄中药饮片 30
吨，占全国市场的 70%以上，已经在
省肿瘤医院等医疗机构使用，并融合
农旅、文旅、康旅，发展创意农业，扩
大临清桑黄产业全产业链发展。

数据显示，临清桑黄目前年销售
额达1.8亿元，促进农民增收4000万
元，有力促进了乡村振兴发展。临清
桑黄获评道地中药材影响力品牌，入
选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名录，临清市
也先后荣获“中国桑黄之都”“中国桑
黄种植示范县”“中国黄河故道桑黄
核心产区”等称号。

“ 我 们 将 深 入 贯 彻 聊 城 市 委
‘6293’总体工作思路，持续深化中医
药服务体系建设，聚力建强中医药重
点专科，培养壮大中医药人才队伍，
促进优质中医医疗资源扩容和均衡
布局，稳步推进中医药传承创新发
展，不断满足群众多样化、多层次的
中医药需求。”韩义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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