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细细银针轻轻一扎，
腰酸背痛顿时缓和。针
灸作为我国特有的一种
医疗方法，源远流长，千
百年来始终如一地守护
老百姓的健康，为广大群
众所信赖。

在传承中医国粹的
路上，有一群中医人秉承

“精诚仁和”的理念，勤求
古训、博采众方，脚踏实
地为江北区以及重庆患
者提供优质精湛的针灸
医疗。他们就是江北区
中医院针灸康复科的医
护人员。

40 年春华秋实，40
年薪火相传。在以“中医
创牌子，西医强底子”的
发展理念指导下，科室充
分发扬中医药文化的优
势特色，兼收并蓄、中西
合璧，谋求传统治疗和现
代技术的融合创新，已经
发展成以中医为主，集中
西结合、科研、教学为一
体的国家级中医特色专
科、重庆市中医重点学
科。

弘扬中医国粹 护佑百姓安康
江北区中医院针灸康复科开出健康服务好药方

“手里有招”
当好健康守护人

“我听说科室传承学习了针灸泰斗——
程莘农院士的三才针法，所以特地过
来。”近日，患者张先生前来求医。只见
医生找准穴位、熟练地扎了数针，再辅以

“灸”法，张先生痛感顿时消除大半，整个
人也神清气爽了许多。

针灸二科副主任王容表示，针灸是
一种“内病外治”的医术。它不仅在缓解
身体疼痛优势显著，在治疗疑难杂症以
及术后康复等方面也发挥着愈来愈重要
的作用。

用针灸解决女性闭经的难题、缓解
小儿抽动症、有效治疗帕金森患者、助力
中风病人的功能康复……一直以来，针
灸康复科不断解决疑难杂症，让针灸作
用于更多病种，为患者带去更加精湛的
医疗服务。科室自去年起突破传统治疗
圈，着力加强多学科协作，完善诊疗方
案，从而提高治疗效果。目前已成功介
入骨科和神经内科的术前和术后康复指
导，有效助力患者的高质量康复。

科室目前主要开展了平衡针灸、董
氏奇穴、风湿与疼痛三联疗法、小针刀、
温针灸、艾柱灸、隔物灸、正脊手法治疗
技术、中药熏洗等中医技术，并积极科学
地结合使用现代理疗技术及康复技术、
中医特色护理技术，加快患者病情的康
复。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为进一
步加强中医诊疗设备情况，科室配置了
蜡疗水温箱、针疗设备、熏蒸床、中医磁
疗等适合科室发展的中医诊疗设备，为
探索中医多种疾病特色诊治和精准诊疗
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引进大量的国
内外现代康复仪器，运用康复机器人、等
速肌力评定与训练技术、经颅磁刺激技
术等，为全市患者提供全方位的康复治
疗、康复管理和康复教育。现代康复和
传统针灸、按摩等传统康复方式的有机
组合，是科室践行中西医结合发展理念
的重要体现。

健全人才库
当好创新引路人

医院业务副院长杨瑞勇表示，如何
守正出新，利用现代理疗技术和设备，让
针灸行稳致远、发扬光大，真正践行“弘
扬国粹，患者至上”的宗旨，增强广大患
者的健康获得感，是科室坚持思考的问
题，也是努力进取的方向。

在科室成员看来，学习是创新进步
的动力源泉。在门诊室里，针灸一科主
任黄宗菊在对患者望闻问切，确定诊疗
方案。旁边的年轻医生认真记录笔记，
虚心接受前辈的指导。“加强对医学生临
床实践能力培养是建设高素质人才队伍
的重要途径。”黄宗菊介绍，科室注重内
部人才培养，每周都会集中学习《伤寒杂
病论》，营造良好的学习氛围；科室定期
进行病例分享，学习新技术、新项目，对
疑难杂症进行复盘，致力实现中医医学
的进步。

科室通过大力引进专科高级人才，
建设了一支具有高层次人才的队伍。目
前，针灸科医技护人员共61人，其中执
业医师20人，中医类别执业医师人员18
人占90%。科室坚持“引进来”和“走出
去”结合的人才培养方式，多次赴中国康
复研究中心、广东省中医院、中国中医科
学院等院校进修，为自身注入源源不断
的发展活力。

医院从来都是科室前行奋进的坚强
后盾。为进一步提升医院康复诊疗水平
和服务能力，使患者接受到更高水平的

康复诊疗服务，2015年到2017年 3年
间，医院邀请北京中国康复研究中心专
家来院进行业务指导与授课。“北京康复
研究中心专家来院授课近150余次，涉
及内容包括神经康复、骨折后康复、运动
康复、吞咽与语言康复和康复护理等多
个方面。”康复治疗部主任张博宇说，3
年高水平的学习极大提升医院康复学科
综合治疗水平和服务能力，使医院康复
水平跃上了新台阶。

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科室逐渐发
展为新技术的沃土。“目前，我们开展了
颅底三针和颈性眩晕等多项中医新技
术。”黄宗菊对针灸的前景充满了信心，
她坚信在广大中医人的努力下，中医事
业一定可以发扬光大，解除患者更多的
病痛。

突出服务美
当好群众贴心人

三分治疗，七分护理。在科室，有多
位资深专业护理人员为市民提供集健康

咨询、专科护理干预、中医护理技术为一
体的综合护理服务，他们和医生戮力同
心，确保患者享受到连续、规范、优质的
中医护理服务。

“练练弹指功，手脚不冰凉”“一日三
笑，人生难老”“事贵预防，医治未病，平
时要注意保养身体啊”……这些都是科
室护士“唠叨”患者的口头禅。“现代人普
遍生活压力大，难免顾不上养生。我们
希望通过反复叮嘱、健康科普等方式，把
养生理念种在患者心间。”针灸二科护士
长刘渝表示。

如何为患者提供更加优质的护理技
术，一直是护理人员孜孜不倦的追求目
标。目前，护理团队已经独立开展耳穴
埋豆、中药蒸汽浴、金口鼻间歇管饲术等
多项特色护理技术，为我市患者提供了
种类众多、优势明显的护理服务。

有温度、有思考、有行动的护理是科
室坚持不懈的追求。“看病住院的时候，
我最怕护士不耐烦，但这儿的护士都很
善解人意，每次来到这儿就好像回家一
样。”王奶奶总是失眠，隔三岔五来科室
做耳穴埋豆。最让她感到温暖的是，每
次回家一两天后，总有护士主动打电话
关心她，跟踪疗效情况。

医院院长黄效东表示，这些年来，针
灸康复科多措并举，全力发扬“以患者为
中心”的康复理念，用实际行动延伸了

“康复”的内涵。他表示，如今人口老龄
化进程加快，老年人数量不断增加。如
何让“老有所医”更有质量，让老百姓享
受到“家门口”的健康医疗，成为医院关
注的焦点问题。

医院结合自身发展的需求，准备把
康复引进社区，致力满足群众“居家康
复、居家养老”的健康梦想。目前，医院
正努力争取康养人才培养基金，旨在打
造一批具有康复特色的全科医生，为“社
区康养”奠定坚实的人才基础。

四十载沉淀，针灸康复科以匠心传
承发扬中医国粹，造福人民健康。未来，
科室将继续和医院同频共振，以赤诚之
心坚守传承中医文化，持续守护群众的
生命安全和身心健康。

何月梅 图片由江北区中医院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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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记者 李勇 张桂林 陶冶

凤头潜鸭、紫翅椋鸟……今年冬
天，长江上游最大的江心岛——重庆广
阳岛经过一段时间的生态修复，迎来了
不少新客人。谁能想到，几年前，这里
还是一片水泥钢筋的世界？还江心岛
以盎然绿意，变“别墅岛”为“生态岛”，
广阳岛的变迁，讲述的是重庆践行“共
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的生动故事。
长江上游奏出一曲悠扬的“绿岛小夜
曲”。

鸟儿以翅投票，天堂这边独好

面积近10平方公里的广阳岛，山
环水绕，江峡相拥，长期以来生态良好，
但此前的房地产开发热潮让这里遭遇
了大破坏，岛上先后开挖平场地块2.68
平方公里，修筑城市道路25.45公里，
还留下2处炸山采石尾矿、25处高切
坡崖壁。千百年来形成的小尺度梯田、
自然水系肌理面目全非。

刚从中科院华南植物园毕业投身
广阳岛生态修复的高少雄告诉半月谈
记者，鸟类在迁徙的过程中，时常需要
降落到面积较大的水体或树林休息觅
食，目前已完成的一期生态修复，恢复
水系、补种林木，让这里重新成为鸟儿
们的“天堂”。

初冬时节登上广阳岛，东岛头雁鸭
湖上，几十只野鸭三两成群嬉戏觅食；
西北侧兔儿坪湿地中，一丛丛高大的慈
竹，引来群群白鹭来回飞舞……

总体负责广阳岛生态修复工作的
重庆广阳岛绿色发展公司党委书记王
岳说，去年以来公司在岛上补种了慈
竹、斑竹、箭竹超过10万棵：“你看这一
排排慈竹，像不像白鹭的联排别墅？”

鸟儿们用翅膀投票，结队来到广阳
岛打卡，背后是广阳岛发展理念的转
变。2018年，不搞大开发的广阳岛启
动生态修复，建设“长江风景眼、重庆生
态岛”。如今，广阳岛已修复和整治环
境300万平方米，自然恢复面积达到全
岛面积的67%。

生态修复寻路，绿廊绿野入目

2019年，国家将广阳岛确定为长
江经济带绿色发展示范区，经过一年多
的实践，一系列可复制、可推广的“广阳
岛经验”已初步形成。

重庆市副市长陆克华介绍，广阳

岛的生态修复不止于绿化，也不同于
城市公园的景观营造，而是以道法自
然的理念，结合“护山、理水、营林、疏
田、清湖、丰草”六大生态修复策略，化
用系统思维，因地制宜进行修复，力求
返璞归真。

位于广阳岛中心的生态修复综合
示范地是全岛山水林田湖草生命共同
体特征最为明显的区域。面对惨遭破
坏的山体、土地和水系，广阳岛的生态
修复者本着“宜林则林、宜草则草”的原
则，栽植乡土林木3500余株，野花野草
20余种，一条色彩斑斓、生态可亲的绿
色廊道得以出现。

进而，生态修复者着手改良土壤、
修复梯田，先后恢复农田约110亩，种
植瓜果蔬菜100余类，为广阳岛带来一
派梯田层叠、萤火漫舞、蛙声处处可闻
的田园气象。今年秋收时节，登岛游人
惊喜地发现，他们走进了一片杉林苍
翠、溪流潺潺的原生态农业风景，远观
翻腾麦浪，近摘飘香瓜果，无忧无虑的
农家乐令人沉醉。

这样神奇的修复工作，到底是怎么
做到的？王岳介绍，他们事先对广阳岛
的自然历史做了充分调研，得出结论，
最好的药方就是生态。团队于是着手
以尽可能成熟、成套、低成本的生态产

品、生态材料、生态工法展开修复，每一
步骤都充分考虑自然的节律。

以岛四周12公里长的消落带为
例，在摸清水位涨落的反自然枯洪规律
基础上，团队采取保护优先、自然恢复
为主、适当人工干预的方法，筛选出重
庆本地最常见的巴茅等乡土植物24
种，实行“家族式种植”，成功经受住了
今年特大洪水考验，消落带植株保存率
达到85%以上。

绿色自有效益，规划谋长久计

参与广阳岛生态修复工作的中国
建筑设计研究院景观生态院院长赵文
斌、重庆大学建筑城规学院教授袁兴中
等专家认为，当前我国生态修复工作面
临的主要问题是大多数生态修复工作
都缺乏系统设计，而广阳岛在构建生态
修复管理体制方面颇有探索，由此凸显
借鉴价值。

王岳指出，系统化生态修复需要长
期投入，但又不产生直接收益，这一矛
盾往往造成修复工作难以持续。广阳
岛的破解之道，在于以岛内生态价值提
升岛外经济价值，着眼“片区大平衡”，
创新设立“生态资金池”，形成“政府投
资带动、社会资金参与、金融资本助力、
企业自身造血”的投融资模式，为长效

保护生态提供了可持续支撑。
与此同时，汲取过去10多年里广

阳岛三调规划、开发方案“翻烧饼”的教
训，重庆市人大常委会于2019年8月
出台《关于加强广阳岛片区规划管理的
决定》，将广阳岛全岛列为核心管控区，
明确规定“植物种植区域和滩涂、水体
等生态用地占总面积的比例不低于
80%”；检察机关设立广阳岛生态检察
官办公室，为这座长江宝岛编织起刚性
的生态法治网。

为持续释放可感知、累进式的生态
效益，重庆市精心设计了以保护传承为
特色的“生态+文化”旅游路线，让生态
产品价值实现逐步成为现实。“自6月
份预约开放以来，日均游客达3000多
人，广阳岛成了备受市民青睐的‘山水
田园体验地、自然保护大课堂’。”重庆
广阳岛绿色发展公司副总经理李永文
说。

王岳介绍，下一步，广阳岛将转化
利用遗留的开发痕迹，布局3座功能设
施用于开展生态会展活动，展示长江文
明、巴渝文化，并与世界各国就大河文
明开展交流互鉴对话。这座长江带给
重庆的生态名片，重庆将把它擦得更明
亮、更动人。

（刊于《半月谈》2020年第23期）

绿岛小夜曲，重庆这样演奏
本报讯 （记者 夏元）重庆日报

记者12月14日从市大数据局获悉，在
日前举行的2020亚太智慧城市评选颁
奖典礼上，我市获评“2020中国领军智
慧城市”称号，两江新区、渝北区分获
2020中国领军智慧城区称号，璧山智
慧产业园区获评为2020中国领军智慧
园区。

亚太智慧城市评选是由国家信息
中心和国际数据集团主办，是亚太区域
最具影响力的智慧城市行业盛典之一，
主要评选亚太区域内为智慧城市领域
发展做出贡献的城市和企业，展示亚太
区域当前最具代表性的优秀智慧城市
建设项目案例、最具实力和影响力的智

慧城市服务提供商，为智慧城市建设提
供优秀案例的设计和建设经验。

市大数据局负责人介绍，在当前
我市智慧城市建设中，通过推动全市
数据大集中、大融合，并从法规标准、
开放平台、创新应用、数据要素市场培
育等方面建立健全了数据开放服务体
系。特别是我市“云长制”实施一年多
以来，“管云管数管用”取得较好效果，
全市累计数据调用量增长 168.6%。
另外，今年9月和10月，我市先后出
台《重庆市公共数据开放管理暂行办
法》《重庆市公共数据开放目录》，从数
据目录、系统管理、开放管理和多元开
放等方面对公共数据开放进行规范，
开放数据涉及48个市级部门、800余
类数据，涵盖市场监管、税务、司法、交
通等多个领域，“智慧名城”建设正有
条不紊进行。

重庆获评“2020中国领军智慧城市”

本报讯 （记者 张亦筑）12月11
日，重庆日报记者了解到，重庆高新区
近日拨付了2019年度第二批科技创新
专项资金，103家科技型企业共获得
2740.72万元资金支持。据统计，《重
庆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科技创新促进
办法》（以下简称《办法》）实施5年来，
重庆高新区已累计兑付资金超2亿元，
惠及企业近1200家（次）。

重庆高新区创新服务中心负责人
介绍，今年3月，针对新冠肺炎疫情发
生后企业复工复产的实际需求，高新
区提前兑付科技创新专项资金616万
元。此次是继前期开通“绿色通道”简
化兑付流程之后的又一次兑现，拨付
资金包括研发投入补贴、科技项目配
套奖励、税收奖励等6个方面。两批资
金共拨付 3356.72 万元，惠及企业达
158家。

“《办法》实施以来，我们对研发投
入奖励的力度在全市领先，始终注重对
区内企业加大科技研发方面的鼓励。”
该负责人表示，《办法》的出台及实施，
为全面提升区域创新驱动发展示范引
领能力、激发企业创新活力、支持企业
科技创新起了积极作用。

此次获得百余万元补贴的重庆植
恩药业有限公司，是一家集医药研发、

生产、销售和健康服务为一体的高新
技术企业。近年来，公司在逐步开展
改良新药以及I类新药的研究与开发，
并与高等院校联合展开前沿药物研
究，已建立较为成熟的产学研成果转
化平台。

据悉，今年，重庆高新区科技型企
业、高新技术企业数量预计分别增长
65.8%、40%。市级以上科技创新创业
人才新增28人、总量104人，同比增长
36.8%。为扩大支持范围，更好地助力
西部（重庆）科学城企业创新发展，重庆
高新区正在加紧修订出台科技创新扶
持新政策。新政策将在科技人才、成果
转化等方面新增奖励政策，完善政策链
条，在企业发展的各个阶段予以精准扶
持，届时将有更多企业享受“创新红
利”。

此外，高新区还持续推出科技金融
产品，比如知识价值信用贷款，通过轻
资化、信用化、便利化方式让科技型企
业最高可贷500万元，目前累计为436
家企业发放贷款9.44亿元；由市区共
建的规模5000万元种子基金，开发了
涵盖“助保贷”等50余项产品的科技金
融超市，累计助企融资近20亿元，为西
部（重庆）科学城创新发展提供金融支
持和保障。

高新区专项资金支持科技型企业

5年累计兑付超2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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