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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观察

文化中心建设是北京市四项
中心任务之一。中医药文化是中国
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将北京
市建设成中医药文化传播中心并
推动中医药走向世界，是北京市义
不容辞的工作和责任。在北京市委
和市政府的坚强领导下，北京市的
中医药工作者在中医药发展、解除
人民群众痛苦方面，为北京市建成
中医药文化传播中心方面做了大
量的工作。特别是中医药在应对新
冠肺炎疫情方面发挥了重大作用，
在国外也产生了巨大影响。国外也
有很多医学界人士希望从中国获
得经验，并且开展了相关的研究。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和中国中医科
学院今年已经做了七场中医药防
治新冠肺炎的国际研讨会。中医药
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中的优异表
现为中医药走向国际，实打实地作
了贡献。北京市的中医药工作者义
无反顾地投入到这场斗争中，同样
为此作出了突出贡献。

为进一步弘扬中医药文化、推
动中医药走向世界，北京市政协、政
协委员也提出了不少好建议。但是
真正推动中医药走向世界并不容
易，且必定是一项长期、持久的工
作。不可否认，在整个世界医学范围
内，西医仍然占据统治地位。而西医
和中医之间的文化基础完全不同，
哲学理论、思路也不相同，尽管中医
在西方国家也有一些存在，西方医
学的学者也承认中医在某些治疗领
域的有效性。但是让西医从理论和

实践上接受中医的理论和方法，也
是一件十分困难的事情。

因此，推动中医药走向世界，要
耐心地从基础做起。我认为，有两个
方面是不可或缺的，一是中医理论
要研究让西医专家能够接受的语言
和方法。第二，中医也要不断融合最
新的科学技术，不断进步与发展，以
最新的科技成果、理论诠释传统的
医学理论。相对于其他城市而言，北
京具有最为广泛、全面的学科体系
和人才培养体系，北京最有资格和
条件在中医理论的现代化方面取得
突破。

在具体工作方式上，北京可以
联系自己的友好城市（目前至少28
个），点对点地开展工作。以点带面
地把中医理论与技术推向世界。

在工作方法上，应充分发挥北
京市在全国乃至世界上中药资源最
为集中、丰富优质的特点，整合北京
市中药资源，建立专家智库，在市政
府领导下，加强中药建设文化，推动
中药走向世界。

在工作措施上，支持中国中医
科学院建立首都中医药线上国际服
务平台，发挥医科大学的力量作用。

中医学是中华文化的瑰宝，数
千年造福了中华民族的繁衍生息，
也应该造福于全人类。北京市作为
中国文化建设的中心，理应为此作
出贡献。

（作者系全国政协委员，中国
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肿瘤诊疗部
主任）

加强北京市中医药文化建设，推动中医药走向世界
杨宇飞

本报讯（张志彬 记者 王有
强） 11月26日，记者从河南省政
府新闻办在驻马店市举行的“中国
药谷”建设情况新闻发布会上获
悉，驻马店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

“中国药谷”建设，把其作为健康
驻马店建设的重要抓手，并将发挥
现有医药产业优势和区位交通、生
态环境、现代物流、要素保障等比
较优势，加强与中国通用技术集
团、GE医疗等企业的战略合作，
着力打造“中国药谷”、中国医药
创新基地。

打造“中国药谷”，可以有力

推动河南医药产业基础高级化、产
业链现代化，有助于加快河南现代
医药产业体系建设，探索培育发展
医药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新路径。下
一步，驻马店市将从医药及医疗器
械领域、医疗健康专业职业教育、
产教融合等方面深入合作，加快建
设以原料药、天然药、中药、医疗
器械和生物材料、新型生物工程、
新型制剂等为重点发展领域的产业
集群与基地，不断提升医药产业核
心竞争力，以最优的环境、最硬的
举措、最好的服务，全力推动“中
国药谷”建设。

河南驻马店市着力打造“中国药谷”

本报讯（记者 陈晶）11月 25
日，国际肥胖代谢外科联盟亚太区
网络学术会议正式召开，大会宣布
IFSO-APC第七届主席由暨南大
学附属第一医院王存川教授担任，
任期为2021~2023年。这是该组织
成立26年来，首次由中国医生担任
亚太区最高领导职务。

受疫情影响，王存川教授与日
本Kazunori Kasama（卡萨马）教
授正式在线交接，接任国际肥胖代
谢外科联盟亚太区主席。卡萨马教
授对中国减重外科医生的精准腹腔
镜减重手术，尤其是腹腔镜下缝合
技术给予高度认可。

王存川介绍，中国已成为世界
上肥胖和超重人数最多的国家。数
据显示，中国成年居民超重或肥胖
率已超过50%，6岁至17岁的儿童
青少年超重或肥胖率接近20%，6
岁以下的儿童达到10%。更令人担
忧的是，中国与印度一起，已成为儿
童肥胖人口数最多的国家。

“肥胖让社会和个人都不堪重

负。”王存川强调，肥胖如同滋生疾
病的土壤，让慢性病生根发芽，给个
人和社会造成沉重的医疗经济负
担。我国的肥胖和糖尿病群体已经
非常庞大，作为肥胖代谢外科的专
业人士心情是复杂的，当前只有约
万分之一的人接受了最为合适的治
疗手段，绝大部分肥胖和糖尿病人
群可能甚至完全不知晓有这个选
择，而肥胖和糖尿病很多情况下其
实本可以避免，社会舆论导向和群
体教育任重而道远。

“大家要保持冷静，不是所有人
都适合做减重手术。”王存川提醒，
人民卫生出版社《外科学》中明确指
出减重手术有严格的手术指征：手
术适应证：BMI>35kg/㎡，伴或不
伴代谢病及相关疾病；BMI27.5~
34.9kg/㎡且伴有经改变生活方式
和药物治疗血糖控制不佳的2型糖
尿病，或伴有2种以上其他代谢病及
相关疾病，明确病人的肥胖原因、肥
胖程度和代谢病状况，经非手术减
肥治疗失败，再考虑手术减肥。

中国医生担任国际肥胖代谢外科联盟亚太区主席

“我委正在积极协调有关部门完
善乡村医生队伍建设的政策，推动解
决影响乡村医生服务积极性的问题。
在此基础之上，通过给乡村医生定
级，给予各级乡村医生不同诊疗费标
准，将会是促进乡村医生主动进步的
很好尝试。”“支持鼓励具备相应能力
条件的村卫生室开展各种形式的康复
服务并纳入医保报销范围。”近日，全
国政协委员、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
神经外科首席专家凌锋，收到了国家
卫生健康委员会对她提交的《关于为
村医能力定级，稳定村医队伍的提
案》的正式答复。对于答复文件中的
上述内容，她专门作了标注。

这件提案的提出与办复，是由康
复健康小屋建设而促成的。

献礼建党百年
建百个康复健康小屋

心电图机、电子血压计、中频治
疗仪、滑轮吊环训练器、安全护理
带、康复训练平行杠、上下肢功率
车、哑铃、木插板、助行器、康复弹
力带、PT床、PT凳、立式保健频谱
治疗仪、卧式保健频谱治疗仪，智能
投屏电视……在江西上饶、云南昭
通、贵州遵义等地的“康复健康小
屋”内，这些“超出了一般人对村卫
生室认知”的康复器械是标配。在这
里，常见的脑卒中、偏瘫、膝关节、
腰腿疼痛、扭伤等需要康复的人群，
能够在乡村医生或康复技师指导下正
确使用各种器械，加速身体康复。

这些“康复健康小屋”，是北京
凌锋公益基金会为接续巩固拓展脱
贫攻坚成果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而
倡导开展的项目。项目旨在培训提
升乡村医生的技能，改善村卫生站
（室）医疗条件，让村民在村里就能
享受到好的医疗服务。截至 11 月
底，小屋项目已经建成92个，还有
8个已经完成调研选址，即将在12
月完成建设。

“今年是建党百年，我们希望用
100个康复健康小屋的建成作为献
礼，并在2022年继续建设500个小
屋接续助力乡村振兴。”提起康复健
康小屋的建设规划，凌锋信心十足，
她认为自2020年提出“要在2021年
建设100个康复健康小屋”到现在接
近目标完成，已经“开了个好局”。

之所以提出建设乡村“康复健
康小屋”，首先是因为作为我国以及
世界神经外科领域的著名专家，凌
锋被誉为“中国介入神经放射第一
人”，并曾担任世界介入神经放射联
合会教育委员会主席及亚太地区介
入神经放射联合会主席，她对医疗
康复有着深刻的理解。很多脑神经
系统疾病，手术治疗只是第一步，
之后的康复治疗同样至关重要。与
此同时，自2017年率队开展“致力
于脱贫攻坚的中国志愿医生行动”以
及多次跟随全国政协卫生“三下乡”
行动到乡村调研时凌锋发现，随着我
国“脱贫攻坚战”的全面胜利，县级

医院的设备和水平已经有了很大的提
升，但乡村医疗却作为最突出的短板
彰显了出来。

“这短板，势必会影响乡村振兴国
家战略的发展规划。作为政协委员，
如何帮忙不添乱？我们志愿医生在云
南等地的县医院开展义诊时发现，来
问诊的病人中真正患病的阳性率非常
低。而我们下到村里去义诊时，发现
有70%前来求诊的村民都是真正患有
疾病的。这让我们感受到农村更需要
医疗的帮扶。”凌锋向记者解释道。

如何找好帮扶的支点？有一个病
例给了凌锋很大的触动。那是凌锋在
云南怒江义诊时遇上的一个男孩。他
年仅24岁，是一位截瘫患者，坐着
轮椅来求诊。原来，8年前，男孩在
一次下井干活时被砸伤，手术之后仅
做了一个月康复就回家待着了，最终
在8年里换了4个轮椅。

“我看了他做完手术的片子，发
现他的脊髓没有断，并不是完全性的
截瘫。如果能够得到很好的治疗和康
复，是可以恢复的。但因为村子里没
有康复器械，也没有医生的指导，男
孩只能在家里待着。”凌锋介绍。

在进一步的自主调研中凌锋发
现，农村慢性病患者约占农村常住
人口的10%，偏瘫、半失能人也占
有一定比例。“慢性疾病得不到有效
的控制和管理，久而久之就会丧失
劳动力，就可能导致因病返贫。”康
复健康小屋项目建设计划，就这样
在凌锋心中成形，并于2020年底正
式提出。

提升村医诊疗水平
康复健康小屋来助力

投资建设是一回事，如何让康复
健康小屋“活”起来，才是最大的

难题。
此前，凌锋在调研乡村医疗帮扶

时就发现，有些捐赠到乡村的医疗设
备，因为村医不会用，导致设备被锁
在了仓库里，不仅设备布满灰尘，就
连锁具都生了锈，这“着实让人心
痛”。

“中国志愿医生可以成为解决这一难
题的抓手。”凌锋介绍，由她倡议、中国
医师协会志愿医师分会组织发起的中国
志愿医生行动，现已吸引了5000余名来
自全国各地各专科领域的医生专家加入
其中，由这些医生在乡村设立村医帮扶
工作站，为村医准备了100学时的“两
病中康”（糖尿病、高血压、中医适宜
技术、康复基础技术）课程，一方面能
够直接提升村医的能力和水平，让村医
拥有更好的发展空间，从而“稳基层、
强基层”；另一方面，也能够让村民直接
受益于医生的诊疗能力水平提升。因
此，就有了今年3月，凌锋在全国两会
上提出的《关于为村医能力定级，稳定
村医队伍的提案》。

坚定了“康复健康小屋”项目建设
计划后，凌锋一方面依托凌锋公益基金
会大力推动小屋建设，一方面在不停地
在思考、探索，让小屋的效能获得国家
和社会的认可。

“改变农村医疗条件落后的现状还
有一个具体可行的措施，那就是在农村
建康复健康小屋，配备简单的医疗物
资，开通智能互联网，由中国志愿医生
在小屋建工作站。”今年5月，在全国
政协“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全面实
施乡村振兴战略”专题协商会上，凌锋
在自由发言时段提出了自己的建设性意
见。没想到，在部委回应环节，国家卫
生健康委副主任李斌专门回应了凌锋委
员的提议，并表示“国家卫生健康委支
持中国志愿医生行动，支持康复健康小
屋建设”。这一回应，也得到了全国政

协主席汪洋的点赞。
今年10月，全国政协教科卫体委

员会赴江西革命老区开展卫生“三下
乡”活动时，专门实地调研了上饶市横
峰县龙门畈乡钱家村卫生室的“康复健
康小屋”。该小屋运行9个多月来，已
有近200人次接受了康复训练和慢病管
理服务。村医小王感慨：“过去村民卒
中术后没有条件进城康复，今年配上了
这些设备，我就能够辅助村民通过理疗
和康复来恢复身体机能，也能向县医院
的志愿医生学习慢病管理，提高自己的
疾病诊治水平了。”

参与“康复健康小屋”实地调研
的委员们认为，该项目不仅为村卫生
室配置了覆盖常见疾病术后康复所需
的设备，而且通过在村卫生室设立志
愿医生工作站、上级医院志愿医生定期
到其签约村的卫生室巡诊等做法，村医
的诊疗水平可在较短时间得到提升。这
对于发展我国初级卫生保健事业、健全
农村医疗服务体系、稳定村医队伍有积
极意义。委员们建议，国家卫生健康主
管部门应对“康复健康小屋”的运行模
式、筹资机制和持续发展能力给予关
注，出台相关政策措施，鼓励以政府购
买服务形式扩大“康复健康小屋”投放
量，支持上级医疗机构医生面向农村基
层开展志愿服务，动员各方力量行动起
来，为健康中国“强基层”和乡村振兴
贡献力量。

这些肯定，让凌锋确定在今年委员
履职的作业本上，她已经写好答卷。

“其实，委员履职要‘既能上得了
庙堂，也能下得了田庄’。可以说，经
过近1年的探索，现在，康复健康小屋
已经成为激活村卫生室效能、提升村医
诊疗水平的有效载体，也是调动社会力
量开展健康促进、助力乡村振兴的现实
路径。”对于明年的康复健康小屋建
设，凌锋充满信心和期待。

百个康复健康小屋下乡记
——全国政协委员，宣武医院神经外科首席专家凌锋讲述履职故事

韩毅 本报记者 刘喜梅

152 个国家级乡村振兴县列表
（西部9省1市）、160个乡村振兴县及
辖区安置点，两张名为“康复健康小
屋落实表”的巨大表格，贴在凌锋委
员的办公室墙面上；表格上面印着的
一个个小脚印，代表已到达该县域，
其中还有不同颜色的荧光笔标示……

这是今年凌锋委员实施医疗健康
帮扶的足迹。最初，我在网上输入

“凌锋”关键词搜寻到的，是一长串
的荣誉奖项和几张多年前拍摄的不太
清晰的照片。直到与带我采访的老师
一起见到凌锋委员本人，才感受到她
是一个充满活力又自带强大气场的
人。进入她的办公室时，她正在和北
京凌锋公益基金会的其他成员一起开
总结会，见到我们时她热情地将我们
招呼进去。由于与采访的话题相关，
我们也得以坐下聆听。

在听总结会的过程中，我也对这
个基金会有了一定的了解。我一方面
感叹一个基金会的运作竟然只有五个
正式的成员，另一方面又惊叹于他们
每个人身上释放出的强大能量——在

谈到功劳时无人认领，在谈到委屈时
只是默默地低头浅笑；不到一年的时
间，92 个“康复健康小屋”的落
地，就是由屋子里这几个人全部完
成的。

汇聚起这一群力量的核心，正是
凌锋委员。

凌锋好像总是能找到最贴切的比
喻和最通俗的话语让人理解她想表达
的意思，并且很快地提炼总结，将事
情分析清楚。就像贴在墙上的两张大
大的表格，在凌锋委员的大脑中，也
有一张中国的地图，由点汇成路径，
每一个建成小屋的地方都被点亮，一
条条清晰的逻辑思路支撑着她每天不
断地做出统筹规划。

采访过程中，凌锋说起康复健康
小屋公益行动项目，也面临着一些质
疑的声音。“现在确实有很多人在拿
公益作秀，而我是把它当成事业在
做。这不是我一个人的事业，更重要
的是这是惠及大家的事业。”据了
解，凌锋公益基金会创立之初，还卖
掉了自己的一套房子作为启动资金。

基金会最早资助的项目就是中国志
愿医生行动。凌锋开心地感慨，能通过
自己的力量召集起这样一群“有心
人”——中国志愿医生。她提到，志愿
医生只提供医疗帮扶不取回报，只是因
为心中炙热的信仰。而这份信仰会激起
一片善良，这个善良是有余波的，它会
温暖周围的人，而且这种温度会传递给
身边的人，这是特别美好的事情。在说
起这段话时，凌锋委员眼中是满满的温
柔，我被深深打动。

在后来的接触中，我渐渐发现凌锋
委员是一个温柔到骨子里的人，也是一
个把医生的悲悯之心刻到骨子里的人。
她的一生收获了诸多荣誉和赞赏，以她
的资历和地位，本可以在这个年龄段躺
在荣誉簿上“睡大觉”，她却选择了抛
掉那些束缚，做自己认为对的事情，并
呈现出足以辐射身边人的强大热情和看
似与年龄不符的精神力。

在采访中途，路过的同事几次提醒
凌锋委员，“一会儿钢琴会送到”。而每
一次听到提醒，凌锋委员都露出灿烂的
笑容。当时的我，还不知道，这架钢琴

被赋予了怎样的含义。
后来我们了解到，这架钢琴是由

凌峰委员捐资购买，并以北京凌锋公
益基金会名义捐赠的。而捐赠钢琴的
原因，就是因为凌锋每天在神经外科
楼下看到的画面。因为楼层较多且病人
众多，导致一楼大厅每天都有患者在等电
梯上楼做手术，最多的时候有七八张病床
排队，几乎围满了大厅。手术前的时光对
患者本就是煎熬的，而等电梯让这段时间
又被无限延长。再加上疫情防控时期，家
属不能进入病房陪护，最多只能在大楼门
口徘徊遥望，导致一些患者和家属都处于
焦虑的状态。因此，凌锋就想到买一架钢
琴放在一层大厅，由于大楼每一层都上下
贯通的设计，楼下弹奏的琴声可以清晰地
传遍每一楼层，这样就能够给患者和家属
带去抚慰。

采访结束后，我们和凌锋一起下楼
看钢琴。看到钢琴的凌锋就像小孩子一
样开心，上上下下在不同的楼层试听，
直到确认最高层也能听清钢琴声。

“当美妙的音乐在清冷的大厅响
起，您赋予了每一位病者和弱者久违
的、可遇不可求的高贵和尊严！”在很
多人的印象中，“钢琴”和“医院”好
像是两个毫无关联的词语，因为疾病和
痛苦好像总是相伴相生。但患者家属发
给凌锋委员的这句感慨，让我发现：原
来，在医院，同样有人在创造美好，并
在被越来越多的人感受着，感动着。

医院里的钢琴声
韩毅

■采访手记

■建言

11 月 27 日，北京市爱卫办联合首都精神文明办等组织开展了全市
2021年第11个统一周末卫生日。进入冬季以来，北京市启动了“冬奥有
我，爱卫同行”为主题的冬季爱国卫生运动，从身边着手做好工作和居住
场所内外环境清洁。图为，北京市东城区前门街道居民在社区附近进行垃
圾清扫、垃圾箱消毒等工作。 本报记者 贾宁 摄

““冬奥有我冬奥有我，，爱卫同行爱卫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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