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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世纪以来，尤其是党的十
八大以来，我国中医药事业进一
步发展，中医药也越来越得到国
际认可，中医药国际合作日益密
切，世界范围内的“中医热”已然
形成，中医药成果惠及全球。

“中医热”在我省有着很好
的体现。“就拿今年来说，我省中
医药工作可谓大事频频、喜事连
连。”钱新春说。

3 月，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与
福建省人民政府签署《共同推动
福建省中医药事业高质量发展超
越的合作协议（2022—2025年）》；

4 月，省政府办公厅印发
《福建省“十四五”中医药健康
发展规划》，明确了“十四五”时
期我省中医药发展的指导思想、
基本原则、发展目标、建设任务
和实施保障；

5月，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福
建省人民政府共同线上主办
2022 金砖国家传统医药高级别
会议，会议通过了《2022 金砖国
家传统医药合作在线倡议》；

6月，中央编办正式批复同
意福建省卫健委加挂“福建省
中医药管理局”牌子，福建省中
医药管理体系得到进一步完
善，而此前，杨春波就曾向省领
导提交“成立福建省中医药管
理局”的建议；

7 月，全国中医药人才工作
会议在福州召开，这是新中国成
立以来国家中医药管理局首次
召开的人才工作会议，杨春波受
邀出席并作讨论发言；

10月22日起，《福建省中医
药条例》施行，该条例为我省中
医药发展规划了路径，让中医药
强省建设有章可循；

……
如今，我省已建有98所中医

类医院，4 个专科被列入国家区
域中医（专科）诊疗中心建设或
培育项目，3 所三甲中医院被列
入国家中医药传承创新项目，4
所设区市中医院被列入国家中
医特色重点中医院项目，厦门市
中医院被列入国家区域医疗中
心建设单位，全省所有社区卫生
服务中心、乡镇卫生院均能提供
中医药服务。

“全省形成了较为完善的中
医服务网络，中医防病治病能力
全面提高，广大群众的改革获得
感、就医安全感、健康幸福感不
断提升。”钱新春说。

虽年事渐高，杨春波依然放
不下自己的牵挂。作为省二院

返聘专家，他坚守门诊一线，致
力用医术解决病患的苦痛，并
坚持带教，将所学传承给更多
年轻人。

“我四叔看病很在行，却不
善总结，去世后，仅留下一本记
录自己行医的医案手册，未总结
自己的医学观点。”在杨春波看
来，老中医都有各自的临床经
验，大家要经常聚在一起，研究
传承方法、总结临证经验、讨论
理论学术、开展多样交流，以利
于后人继承。

为此，他和福建几十位名老
中医一起，筹建了省中医药学会
传承研究分会。据悉，这是全国
首个中医传承研究会。

此外，杨春波国医大师工作
室在宁德、泉州乃至广东等地相
继成立，为学科建设、人才培养、
中医学术思想及经验传承提供
了新平台。

“传承是中医药创新发展的
基础，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杨
春波说，“我们应该让老中医的学
术光芒照亮下一代人，这是一份
责任。”

据统计，我省现有 9 批 171
人次国家和省级中医药师承工
作指导老师、298 名继承人，大
部分继承人都能学到老中医拿
手本领，有的高徒自身也已成
长为名师。

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甚至
已经开始“从娃娃抓起”——去
年4月，省卫健委、省教育厅印发
通知，要求全省每个设区市确定
一个中医药文化教育试点县（市、
区），每个试点县至少选择一所中
学或一所小学作为试点学校；同
时，由省卫健委中医药管理处统
筹、钱新春主审的《中医药文化教
育》已进入小学课程。

亲历着这一切，杨春波表
示：“我明显感觉到，中医药事业
的发展目标不断明确、不断细化，
在总结过去经验的基础上，人们
对中医药的认识越来越深刻，中
医药正步入黄金时代。福建要培
养更多高层次中医药人才，进一
步推动中医药发展。”

一位国医大师亲历的中医药风云
（上接5版）

步入黄金时代他的 学 术 建 树 远 不 止 于 此 。
他组织开展“慢性胃炎中医证型
的现代病理基础探讨”，促进了中
医的现代化；作《中医辨证分型治
疗慢性萎缩性胃炎疗效总结》，将
中医治疗萎缩性胃炎向前推进了
一大步；率先对慢性胃炎和慢性
结肠炎的脾胃湿热证进行深入研
究，填补多项国内空白；领衔撰写

《福 建 省 中 医 脾 胃 学 科 发 展 报
告》……

除了躬耕临床、钻研学术，杨
春波还积极为中医药鼓与呼。

在任福建省政协第六届常委、
全国人大代表时，他先后提出“增
加对传统医药的投入”“加强中医
中药工作”“在医疗改革中要注意
对中医医疗机构的扶持”“召开中
医工作会议”“建立中医药重点学
科”“成立省中医药专家委员会”等
建议。

如其所愿，1985 年，振兴福建
中医大会召开，表彰为中医药事
业作出贡献的人员，要求各级政
府及有关部门以加强中医机构和
中医队伍建设为重点，建立中医
专项经费投入机制，完善中医服
务功能，促进中医药科技成果转
化。

“许多老中医经历过中医药事
业一度停滞的年代，这次大会振奋
人心。”省卫健委中医药管理处负
责人钱新春向记者说起当年的故
事——当时年仅 19 岁的自己，受大
会鼓舞，义无反顾地选择中医，考
上福建中医学院，并在后来走上中
医药管理岗位。

时间继续往前走。
1991 年，我国将“中西医并重”

列为卫生工作的五大方针之一，改
变了中医在管理体制上的从属地
位，中医药事业步入医、教、研全面
发展的进程。

当年，杨春波被任命为前一
年正式开诊的福建中医学院附属
第二人民医院（简称“省二院”）副
院长；1995 年，升任省二院院长。

“省二院可谓白手起家，连门
诊楼都是七拼八凑盖起来的。我
上任后，强调既要齐心协力发展医
疗，还要保证教学和科研。”令杨春
波欣慰的是，经过几代人的努力，
省二院如今已发展成集医疗、教
学、科研于一体的三级甲等综合性
中医院。

三明市中西医结合医院医生在三元区第二实验小学讲解中医药文化

（稿件转载自《福建日报》 本版照片均由受访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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