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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年初，我被确诊新冠肺炎后，在
家通过远程诊疗，跟着蔡文墨医生的处方
服用了 3天，核酸结果就显示为阴性了。”
回忆起年初的远程会诊经历，香港同胞（晋
江人）许女士仍然心怀感激，“感谢晋江市
委、市政府的支持，感谢晋江市中医院中医
专家组的一次次耐心答疑解惑，为香港同
胞提供了健康保障，让我们感受到‘疫情有
界，大爱无疆’的温暖。”

原来，今年 3月，香港新冠疫情发生
后，晋江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为更好地
发挥中医药的作用优势，服务香港同胞，推
动中医药“走出去”，晋江市由市卫健局牵
头，成立了由晋江市中医院副院长蔡文墨、
黄伟旭主任中医师牵头的新冠肺炎医疗救
治中医专家组，第一时间向香港同胞伸出
援助之手。通过成立“晋江中医新冠防治
咨询医疗专家组”微信群，22名中医医师
为居家隔离的香港同胞提供网上医疗服
务，及时解答中医药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
中的治疗、预防、保健等方面问题。自专家
组微信群组建以来，已为香港同胞提供线
上咨询300多人次，线上诊疗40多人次。

此外，为充分发挥中医药参与疫情防
控的特色优势，晋江市第一时间向重点区
域人群免费配送中药汤及预防方，累计配
送6246830袋中药汤、345736剂预防方，有
效提升了重点区域人群机体免疫力。医院
中医专家组专门制定新冠肺炎预防方“化
湿解毒方”，在医学观察点以及院内、部分
市直机关、镇街、社区、企业广泛使用，受到
大家一致好评。

“中医药是中华民族的瑰宝，疫情之
下，中医药的特色优势日益凸显。”陈文添
表示，作为晋江市唯一一家国家三级甲等
中医医院，自 2020年新冠疫情发生以来，
晋江市中医院从上到下，紧跟各级党委政
府和主管部门的步伐，全院动员、全员参
与、全力抗疫、全心付出，充分发挥中医药
龙头单位作用，为防控疫情贡献中医药最
大智慧力量，创下晋江乃至全省多个“首
次”——疫情发生后，晋江市中医院第一时
间响应，第一时间组建隔离病区，成为晋江
市首批新冠肺炎定点救治医院、全省首个
可开展核酸检测的县域医疗机构。

此外，晋江市中医院还首次将中医疗
法应用于医疗救治，中医药参与治疗率
80.1%；成立了由其牵头的新冠肺炎医疗
救治中医专家组，在疫情期间参与线上中
医药诊疗；团队编定《晋江市新冠肺炎中医
药预防方案》，全程指导疫情防控工作；还
实时线上看诊、网上会诊，根据病人体质及
时调整中医药内治、外治方案，为隔离观察
对象提供更有针对性的疗法，为晋江打赢
疫情防控阻击战做出了重要贡献。

值得一提的是，晋江首批赴湖北支援
护士来自晋江市中医院，她们是郭龙燕和
张丽碟。58天的时间里，她们先后征战武
汉市中心医院、金银潭医院，随福建首批医
疗队出色完成救治任务。她们是晋江市中
医院的表率，弘扬了晋江中医人博爱奉献
的精神。

“党的二十大是继往开来、开拓创新的
大会。对于中医药事业，党的二十大给予
新的要求和更高期望。”陈文添说，站在新
时代历史起点上，晋江市中医院将认真学
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切实担负起中医
药事业的“龙头”责任，持续提升中医药服
务能力，引领中医药事业高质量发展。

“在发展空间上，除了推动晋江市中医
院原地改扩建以外，还将实施‘一院多区’
战略，让老百姓在家门口享有规范的中医
药服务。”陈文添表示，在队伍建设上，将通
过廉洁教育、青年医政和绩效管理等活动，
打造“红色”队伍；在学科发展上，将通过深
化与福建中医药大学的校地合作、对接省
内外高端医疗资源等提升技术和服务水
平；在诊疗模式上，将突出多学科协作融
合，通过推进中医师全院查房等，实现中西
并重、身心同养，加强健康管理，促进人的
全面健康，建设“绿色”医院；在医共体建设
上，将以“上下一盘棋”的思维，打破行政壁
垒，通过探索专科联盟、双主任制等措施，
全面整合医共体资源，让中医中药惠及更
多群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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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党的二十
大召开之年，也是“晋
江经验”提出 20 周年。
20年来，晋江市中医院
坚持以“晋江经验”为
引领，大胆创新、主动
作为，勇立潮头，从一
个小小的中医门诊部
发展成为一所融医教
研、预防保健康复及中
医药文化传播为一体
的综合性中医院，开创
了多项泉州市医院“率
先”，走出了一条独具
晋江特色的医院发展
新模式。2018年，晋江
市中医院通过国家三
级甲等中医医院评审，
成为福建省县域首家
三级甲等中医医院。

如今，随着中医药
事业的不断发展，晋江
市中医院在治未病、防
治重大疾病和康复中
发挥的作用日益彰显，
百姓的中医药服务获
得感不断提升。特别
是自 2020 年新冠疫情
发生以来，晋江市组建
中医药专家组，按照专
人专症专方，拟定中医
药方剂，为群众提供个
性化中医药服务，得到
社 会 各 界 一 致 好 评 ，

“中医药热”在晋江大
地持续升温。

“党的二十大报告
中明确提出了‘促进中
医药传承创新发展’，
这对我们中医药人是
莫大的鼓励和激励。”
晋江市中医院党委书
记陈文添说，新起点、
新征程，晋江市中医院
将牢牢把握机遇，守正
创新，保持发挥中医药
特色优势，搭建好培养
中医药人才队伍平台，
做大做强做优中医特
色专科，强化全市中医
药龙头和示范引领作
用，为全面推进“健康
晋江”建设做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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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 22日上午 10时，在晋江市中医
院针灸推拿科，有不少患者正在接受针
灸、推拿等中医适宜技术的专业诊疗。家
住陈埭镇苏厝村的苏先生，患有腰椎间盘
突出，严重时弯腰直不起来。“在中医院治
疗几天后，我现在弯腰也不疼了。”苏先生
开心地说道。

“喜欢、相信中医的人尤其是年轻人
越来越多，看病找中医的患者在增多，医
院自制剂、冬病夏治敷贴、膏方热销……”
从事中医 20余年的陈国旺强烈感受着近
年来发生在身边的变化。

而这些变化并不是偶然的。多年来，
晋江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中医药事业发
展，以完善中医药服务体系、提高中医药
防病治病能力为重点，全力支持晋江市中
医院补短板、强弱项、提质量。

“2002年，那时候中医院刚刚搬入现
在的院址一年，医院环境较以往发生了很
大改变。”在晋江市中医院工作20余年的
妇产科副主任医师庄玉静回忆道，彼时医
院刚通过二级甲等中医院评审，员工只有
103 名，整体业务能力及影响力还未形
成。为了实现“强院梦”，一代代中医人奋
勇拼搏、不懈努力，使“晋江中医”这个品
牌在百姓心中打下烙印。

比如，在人才培养方面，晋江市中医
院通过开展名中医师带徒、西学中班、中
医药继续教育和培训等项目，培养了一批
批多层次、老中青人才汇聚的中医骨干，
为晋江中医药事业发展提供了蓬勃动
力。其中，郭森仁主任医师于 2016年 12
月被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确认为“全国基层
名老中医专家”，“郭森仁全国基层名老中
医专家传承工作室”随之成立，收徒开展
学术传承工作；郭森仁、蔡文墨、黄伟旭、
黄伟荣、许志良、林金钟等 6位老中医药
专家获评福建省第二批基层老中医药专
家师承带徒工作指导老师。

“目前，我们中医院共有 9个省、市、
县级重点学科。其中，急诊科是省级临
床重点专科，脾胃病科、中医护理学科是
省级重点学科，皮肤科、推拿科是福建省
第四批农村医疗机构中医特色专科；治
未病科、中医产科、重症医学科是泉州市
重点专科，骨伤科是晋江市重点学科。”
晋江市中医院院长刘其聪介绍，同时，医
院还拓展痛风门诊、针刀门诊、中医护理
门诊等特色门诊，设立动物咬（蜇）伤科
为区域性动物致伤规范化救治培训基
地、全国黄氏蛇伤学术流派传承工作室
二级工作站。值得一提的是，晋江市中

医院与晋江市公园中心结为共建单位，
在晋江 10 余个公园建立动物致伤应急
站，为市民提供便民服务，年接诊动物致
伤患者万余人次。

除了加强自身“内功”修炼，晋江市中
医院还善借东风，不断加强与上级优质医
疗资源多途径多形式合作，加强中医药重
点特色学科建设。目前，晋江市中医院与
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福建医科大学附
属第一医院、福建医科大学孟超肝胆医
院、泉州市儿童医院、泉州市第一医院等
医院建立合作帮扶关系，官国先、李俊生、
黄俊山、李芹、陈冬梅、蔡树河等名医工作
室相继落户，长期聘请上海、福州、厦门等
地知名专家带教、坐诊、手术，创建共享医
疗合作新模式，促进提升医疗水平的同
时，也让晋江百姓足不出市就能享受到优
质医疗服务。

值得一提的是，晋江市中医院坚持守
正创新，推动中医药事业高质量发展。今
年4月，福建省西医学习中医培训班在晋
江开班，本院和外院共 103名报名参加培
训，将培养一批既有扎实西医知识技能功
底，又掌握中医药基础理论、基本知识和
基本技能，熟练应用中医药防治疾病的中
西医结合人才，充分发挥中医药在健康晋
江建设和保障人民健康中的作用。

问诊、开药、理疗……10月19日上午
9时，晋江市紫帽镇卫生院内，医生黄伟旭
忙个不停。这位晋江市中医院副院长、中
医专家，每周三都会定时来这里为村民们
看诊。“这么多年了，我们都知道中医院医
生哪天来，也不用预约，提前来这里候诊
就行了，很方便。”村民张先生表示，自从
专家定期到院区坐诊后，村民再也不用跑
市区了，关键是来的医生都很有名，诊疗

技术有保障。

村民的赞誉是对晋江市中医院推动医
疗技术、医疗服务“双下沉”的肯定，也是晋
江中医院积极推进紧密型医共体建设的一
个缩影。2018年4月，晋江市中医院紫帽
院区揭牌成立，成为全市首个紧密型医共
体。紫帽院区成立以后，晋江市中医院重
视医疗卫生资源的下沉，把医疗工作重心
从市区向镇级甚至向村级下移。2018年
10月，在紫帽镇党委政府的高度
重视和支持下，泉

州地区唯一一家市镇村一体化卫生所——
紫帽镇园坂村卫生所投入使用，填补了紫
帽镇园坂村长期没有卫生所的空白。卫生
所毗邻敬老院，和敬老院共用同一建筑，是
晋江市唯一一家公办医养结合工作实践
点，成功实现了老年人医养“无缝对接”。

“目前，中心院区下派郭森仁、黄伟旭
等多位中医专家定期坐诊紫帽院区专家
门诊，派出妇产科团队优秀医务人员长期
坐诊院区。”晋江市中医院党委书记陈文
添表示，针对基层慢病患者特点，中心院
区还派出心血管、内分泌专家定期到院区
诊治慢病患者，配合公共卫生科全力做好
辖区内慢性病管理，有意识地把辖区内慢
病患者从中心院区下转，对于急危重患
者，及时上转到中心院区诊治，真正实现
双向转诊。

记者了解到，作为晋江市中医药行业
的“龙头”，晋江市中医院下辖陈埭、磁灶
分院，池店、西园、紫帽、西滨院区等六个
医共体成员单位，全力推进分级诊疗，促
进优质资源下沉，让基层群众在家门口就
能享受高水平的中医药服务。

“我们医共体实行党委领导下院长负
责制，推行医共体行政、人力、财务、医疗
质量、药械管理、信息管理和医防融合‘七
个一体化’，全力推进‘一家人’‘一盘棋’

‘一本账’‘一起干’，促进医共体资源合理
使用和效益最大化。”陈文添表示，目前，
医共体已建设临床心电中心、临床影像中
心、检验病理中心、远程医学中心、消毒洗
涤供应中心、临床模拟实训中心等“七个
中心”，2021年共为基层单位开展消毒供
应 19.5万包次、心电诊断 44885次、影像
诊断 32988次，充分发挥中心优势，实现
与医共体单位资源共享，促进紧密型协同
服务和有效成本控制。

此外，各成员单位坚持差异化发展与
同质化服务，以信息化建设为支撑，以家庭
医生签约服务为抓手，充分发挥中医药特色
优势，逐步形成“中医特色突出、基层首诊、
双向转诊、急慢分治、上下联动”诊疗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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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江市中医院开展中医养生操八段锦表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