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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片背景：
中医馆虽然建了，但服务能力仍然偏低

我省于2017 年3 月印发了《安徽省基层中医药服

务能力提升工程“十三五”行动计划》。我省基层中医

药服务能力有了显著的提升。但九三学社安徽省委员

会通过调研发现，基层中医药服务资源并不平衡。

目前我省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乡镇卫生院均设立

了中医馆，中医药服务的硬件设施和服务能力已基本

具备；但社区卫生服务站、村卫生室（所）等具有中医药

服务能力的仍然很少。在基层的中医类别医师人数虽

然达到了“行动计划”的规定，但总体服务能力不高。

基层中医药服务网络建设“头重脚轻”现象非常明显。

从业人员队伍不稳
中医药技术应用不足

基层中医类别执业医师人员不足，特别是社区卫

生服务站和村卫生室等中医类别医师还相当匮乏。基

层中医类别医师队伍流动性较大，梯队建

设不完善，呈现初级职称人员较多，而中高

级职称人员非常少的现象，如以蜀山区为

例，基层注册中医类别医师共 110 人，其中

中级职称14人，副主任医师仅3人。另外，

中医类别医师在行医过程中，“西医化”现

象严重，中医药技术应用不足。

基层中医药服务医保报销纳入太少
从调研结果看，基层中医药服务诊疗量还很少，如

合肥市蜀山区某社区中医药服务的收入仅占社区卫生

服务总收入的10%左右。虽然中医辨证论治费、中医诊

疗技术、中药饮片已纳入城镇职工、居民基本医疗

保险的支付范围，但太低的门诊报销费用也是限制

基层中医药服务能力提升的重要因素。

政协委员建议：
将中医适度纳入医保

星报讯（记者 祝亮）“2018 年合肥市区禁燃烟花爆

竹，是不是很多人跟我一样觉得春节变得毫无年味？”合肥

市民李先生在“我给省长捎句话”2019 年安徽两会网络热

线中反映了禁燃后年味变淡的忧虑。

王安石有诗曰：“爆竹声中一岁除，春风送暖入屠苏。

千门万户曈曈日，总把新桃换旧符。”说的便是：在热闹的

炮竹声中，旧年的最后一天即将结束，人们祈望新年生活

更美满……数千年来，中国人都是在热闹的爆竹声中度过

了一个又一个的中国年。

李先生说：“燃放烟花爆竹，有人烦恼有人爱。确实造

成了一时的空气污染、噪音、甚至安全隐患，但同时也给很

多人带来了欢乐，能让人们放下手机走到户外，感受年

味。你可以说是旧习陋习，也可以说是非物质文化遗产。”

“现在，各级政府环保考评任务重，所以禁燃禁放在短期

内已经是不可逆的政令。但能否开辟一些小区域让那些喜

欢烟花爆竹的市民去寻找这丢失的年味呢？比如说仅允许

在一些城市的广场销售、燃放。或是像长沙那样由政府主导

在天鹅湖公园等开阔场地举办春节烟花秀？”

省两会期间，本报“我给省长捎句话”2019年安徽两会网络

热线持续开通，读者可以通过安徽财经网（www.ahcaijing.

com）、掌中安徽APP、《市场星报》官方微信、微博进入相关页面

或主题回复留言，也可发送电子邮件到22141797@qq.com。

春节能否设置集中燃放区或打造官方烟花秀

影片名称：我不是药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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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印度神油店老板程勇日子过得窝囊，店里没生意，老父病

危，手术费筹不齐。前妻跟有钱人怀上了孩子，还要把他儿子的抚养权

给拿走。一日，店里来了一个重病患者，求他从印度带回一批仿制的特

效药，好让买不起天价正版药的患者保住一线生机。百般不愿却走投无

路的程勇，意外因此一夕翻身，平价特效药救人无数，让他被病患封为

“药神”，但随着利益而来的，是一场让他的生活以及贫穷病患性命都陷

入危机的多方拉锯战…… □记者 祝亮

观影建言：
在政策上给予中医药从业人员适当倾斜
为此，九三学社的省政协委员建议：我省应制定相关政策，平衡

资源，做好基层中医药服务人员队伍建设。制定和出台“吸纳和激励

基层中医药服务人员”的相关政策，通过鼓励市、县中医院与基层医

疗机构开展合作，鼓励中医药相关医联体专家下沉社区；通过构建基

层中医药从业人员持续的、常态化培养培训机制，并在经济收入、人

员编制、职称晋升等方面对基层中医药从业人员给予适当倾斜；通过

建立有效的监督机制，监督合作单位和医联体专家到基层坐诊，不走

形式；设立“基层中医药帮扶项目”基金，吸引二级以上医院的中医药

人才到基层服务等具体措施。

中医纳入医保，增加医保门诊报销额度
鼓励中医药技术应用，不断提升基层中医药服务诊疗量。在平

衡基层中医药服务能力资源，加强基层中医药从业人员梯队建设的

基础上，鼓励中医药技术应用，做好中医药技术相应药物的配给，提

升基层中医药服务诊疗量，提高基层中医药服务质量。如通过鼓励

和规范中医适宜技术的应用，做好对社区居民和村民的宣传工作，使

居民了解中医药服务，认识中医药服务，认可中医药服务，从而达到

提升基层中医药服务诊疗量的效果。

将中医适宜技术，如药膳、药浴等养生健体祛病膏方；穴位贴

敷、冬令进补、冬病夏治等都是疗效较好又易于被老百姓接受的中医

药技术，建议将其纳入医保报销范畴，并通过适度增加基层门诊报销

额度，来促进基层中医药服务能力的提升。

构建具有中医特色的医养结合的社区养老
在老龄化加剧的背景下，构建具有中医特色的医养结合的社区

养老模式，使中医药在养生保健、重大疾病的预防、慢病的早期干预

和健康管理方面的优势与社区养老、居家养老服务相结合，能够更好

的提升社区老年人健康状况和生活质量。中医特色的医养结合养老

模式，可以依托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以及社区卫生服务站、村卫生

室（所）等基层机构实现，并且与基层中医药服务能力的提升相

辅相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