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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国工匠大国工匠 丸剂世家丸剂世家
走进桐君阁药厂，一股淡淡的中药味从车间内飘出，药香盈盈。
中医药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中医药学“凝聚着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博大智慧”，是

“中华民族的瑰宝”。
近年来，中医药的发展受到高度重视，一系列促进中医药发展的重大举措先后出台，颁布实施《中医

药法》，中医药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
千百年来，中医药的长盛不衰、欣欣向荣离不开技艺的传承与人才的培养，而中医药企业更是其中

不可或缺的重要载体。
迄今已有114年历史的太极集团重庆桐君阁药厂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桐君阁药厂”）便是工匠精神

传承与中医药文化传播的集大成者。历代桐君阁人用精湛的技艺诠释出工匠精神的立体图景；百年桐
君阁也用一颗颗丸药创造着无愧于这个时代的价值。

蔡苏在“蔡苏丸剂制作人才导师工作室“进行手工泛丸授课

桐君阁药厂茶园厂区

寻着药香来到制剂车间，在泛丸
工段，穿着洁净服的工人们正站成一
排，左手拿着小铲子将研磨好的药材
细粉加入面前荸荠形的起模锅内；右
手拿着装有药汁的喷壶将细粉微微
打湿，经过反复细致的操作，在起模
锅均匀的旋转下，药粉终于成形为均
匀的小粒。

这个操作步骤被称为传统丸剂
之泛制法制作工艺的起模，是泛丸成
形的基础环节，随后还有分筛、泛丸
（加大）、再分筛、泛丸（加大）、抛光、
干燥、选丸等多个复杂过程，尤其是
不断重复的分筛、泛丸操作，不仅仅
考验的是工人师傅的手艺，更是考验
他们的耐心与匠心。在桐君阁除了
精湛的泛丸技艺外，其中药材的炮制
工艺也传承至今，对桐君阁中成药药
效的发挥功不可没。

细数桐君阁的发展史可谓是一
部丸剂的“百年通史”。在1908年创
办之初，创始人许健安便将丸剂作为
桐君阁药厂最主要的产品；1970年，
桐君阁发明并投产了国内第一个滴
丸品种“芸香油滴丸”；1978年，桐君
阁因在“制剂新剂型（滴丸）及青蒿抗
疟的研究”工作中作出的重大贡献，
获得全国科学大会表彰；1981年，利
用宫廷秘方开发研制出“生力雄丸”
（原名雄狮丸）、“嫦娥加丽丸”，首创
“微丸胶囊”剂型……

百年来，桐君阁药厂的丸剂传承
与创新步履不停，历代药师们坚守技
艺传承，依靠师带徒，身传口授，使得
桐君阁独特的丸剂制作技艺保留至
今。2011年5月，桐君阁传统丸剂
制作技艺入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
产保护名录，为目前我国传统丸剂制

作技艺唯一整体受保护的非遗项目。
传承与创新是中医药发展的两

个轮子，缺一不可。对于桐君阁药厂
来说，在丸剂工艺上的不断创新优
化，研制出更加符合群众健康需求的
药品是其一，如何在时代浪潮中顺势
而为，则是桐君阁药厂做好时代答卷
的必答题。

在涪陵李渡工业园区的现代化
工厂内，数字化智能化车间将传统中
药制作技艺与现代化生产手段相互
融合，成功实现了中成药生产自动
化、智能化、质量控制数字化的智能
制造目标。

创新永远是进行时态，顺着时代
发展的印记，桐君阁推进中医药数字
化、智能化的脚步又向前迈了一步
……

打造西南地区打造西南地区
精神卫生区域医疗中心精神卫生区域医疗中心

重庆市精神卫生中心

新增医疗用房2.8万余平方米、新开设儿童青少年科住院部、开展志愿服务420余场次
……近年来，重庆市精神卫生中心以党建为引领，不断推动医院就医环境、服务能力、学科建设
等方面提档升级。

“必须坚定不移地坚持党的领导，坚持公立医院公益性，抓住群众需要和关键问题，激发内
生动力，强化创新驱动，全力推进医院高质量发展。”中心党委书记李小兵表示。

“十四五”期间，市精卫中心将
紧紧围绕中心工作，坚持创新驱动，
初步构建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水
平相适应，与居民健康新需求相匹
配，实现区域协同、市区联动、医防
融合、中西并重、优质高效的精神卫
生医疗体系，为市民健康提供更加
有力的保障。

以创建国家区域医疗中心为契
机，把握全面融入成渝地区双城经济
圈建设战略布局，按“大学科、亚专
业”进行整合，以“十大中心”为架构
按特色对临床科室进行调整，全面带
动整体医疗水平迈上新的台阶，加强
对市级重点学科、特色专业的培育工
作，形成特色学科群，在成渝地区双
城经济圈形成一定影响力。

持续推进与高校的战略合作，
培育立项一批市级重点科研项目，
加快汇聚优质创新资源，深入实施
英才计划，引育一批高水平人才、一
流科研领军人才和创新团队，营造
良好创新生态，实现在医疗、护理、
药学、医技、管理等领域全面开花，
让更多人在创新创造中奉献价值、
成就梦想。

加快推进两个院区“美丽医院”
建设和新院区建设，实现多院区均
衡发展，保证医疗服务同质化一体
化。同时，根据每个院区的特点，实

现学科建设差异化发展，促使整个
业务能够满足各个院区周围的百姓
和外地患者的需要。

加快推进智慧医院建设，将信
息化作为中心基本建设的优先领
域，落实国家和行业信息化标准，完
成临床知识库系统建设和电子病历
5级应用系统升级改造，建设集智
慧医疗、智慧服务、智慧管理“三位
一体”的智慧医院，加快应用智能可
穿戴设备、人工智能辅助诊断和治
疗系统等智慧服务软硬件，提高医
疗服务的智慧化、个性化水平，形成
线上线下一体化的医疗服务模式。

完善社会精神心理服务体系，
实现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实现区
县全覆盖；持续推动精神健康同伴

支持及社区精神健康服务能力提升
项目，探索精神康复的新模式新路
径，提高精神障碍患者社会康复能
力，帮助他们更好地融入社会。

提升医院内部管理规范化水
平，创建覆盖全员、全流程、全岗位
的标准化管理体系；促进中心质量
与安全管理持续改进，进一步提高
服务患者的质量和能力水平。

站在新起点上，市精卫中心以
公立医院高质量发展为目标，坚持
以人民健康为中心，为人民群众提
供更加优质的精神卫生医疗服务，
为重庆推进高质量发展、创造高品
质生活提供精神卫生健康保障。

韩丹
图片由重庆市精神卫生中心提供

医务人员利用沙盘为患者开展治疗

党建赋能 聚焦群众精神卫生健康需求

高质量党建是高质量发展的引
领和保障，如何满足人民群众对健
康和医疗日益增长的需求？

作为重庆市精神卫生专科领域
的“领头羊”，市精卫中心的答案是
坚持党委领导下的院长负责制，着
力发挥党建引领作用，形成落实党
的领导纵到底、横到边、全覆盖的工
作格局。

2018年，中心实现党组织全面
覆盖，根据应建尽建原则，将党支部
建在科室，中心党支部由10个扩展

为37个。全面开展党支部标准化规
范化建设，严格按照“六化”建设要
求，抓实各项具体工作，实现了党支
部标准化规范化建设达标率100%。

深化“五项先锋”引领载体建
设，持续建强示范党支部，以点带
面，带动基层党支部整体工作水平；
设立12个“党员示范岗”、14个“党
员责任区”，聚焦“急难愁盼问题”，
成立“精卫鸟”党员志愿者服务队，
全力以赴解决群众的操心事、烦心
事、揪心事。

2018年以来，重庆市精神卫生
中心医疗用房新增2.8万余平方米，
新开设儿童青少年科住院部，率先
在西南地区填补了青少年儿童专科
收治空白；以精神心理卫生专业特
色成立的“精卫鸟”党员志愿者服务
队，深入千家万户、社区楼宇，开展
志愿者服务活动420余场次，线下
服务群众约 4.5 万余人次，线上
85.58万余人次。“12320”重庆市心
理健康公益热线24小时全天候为
市民提供心理援助。

实干赋能 提升综合管理及服务能力

医院高质量发展的最终目的，
是让人民群众受益。围绕这一初
心，市精卫中心始终坚定践行守护
群众心理与精神健康这一神圣使
命。中心以党建引领发展，服务能
力得到较好提升，群众的就医体验
明显改善，人民的获得感持续增强。

“我们一方面加强自身学科建
设，打造特色专科，提升救治能力；
另一方面，促进优质资源下沉，帮助
区县精神卫生中心强筋健骨，提升
全市精神专科领域的整体防治水
平。”中心党委副书记、主任代鸿说，
作为重庆市医师协会精神专科分会

会长单位和精神专科联盟理事长单
位，中心着力探索精神领域专病防
治模式，牵头与38个区县精神卫生
中心建立专科联盟，积极发挥领头
雁作用，通过线上、线下结合的方
式，帮助基层精神卫生中心提升服
务能力。

近年来，中心成功挂牌西南大
学附属心理医院，成为西南大学、陆
军军医大学、重庆师范大学等院校
临床教学基地，与重庆大学、川北医
学院、遵义医科大学等十余家高校
签订了医校战略合作协议，推进科
研及学术水平的整体提升。精神病

学科获批市医学重点学科建设项目
后，精神病早期干预科成为市第一
批医疗特色专科，中心还获批为国
家药物临床试验机构，重庆市心理
卫生科普教育基地。

中心加快推进“美丽医院”建
设，中心歌乐山院区康复楼进行了
全面改造，金紫山院区新建了住院
大楼，实施医院环境改造。同时，为
了让更多心理疾病患者摒弃偏见和
病耻感，正视疾病，中心创新举措，
在院外新建了亲和力更强、环境更
优雅的重庆市医学心理咨询中心，
更好地满足了患者的就诊需求。

创新赋能 推动医院高质量发展

“您放心，您可以吃下这个药在
这儿等半小时，感觉有效果了再付钱
回家。”桐君阁大药房店员张明慧向
买药的市民曹女士（化名）解释。

曹女士今年48岁，前两天开始
出现胃胀、反胃的症状。店员向曹女
士推荐了桐君阁药厂的沉香化气片，
曹女士将信将疑：“你这药有用没
有？万一我买回家又没效果怎么
办？”

于是便有了开头的一幕。原来，
这是桐君阁药厂联合药房举行的药
品试用活动，患者可服下药后观察
30分钟，再决定是否购买药品。

曹女士服下药品20多分钟后，
胃胀果然得到了缓解，曹女士结账后
拿着药轻松回家去了。

百年前，桐君阁创始人许健安就
以“前门开店，后面制药”的形式，树
立起桐君阁“货真价实”的信誉；百年
后，桐君阁同样初心不改，敢于让群

众现场检验药品质量。不仅传承了
桐君阁药厂“修合虽无人见，诚心自
有天知”的祖训，更是为打造中医药
文化自信，传播中医药文化贡献了桐
君阁的智慧与方案。

古朴技艺，陈酿中医药文化的味
道；弘扬国粹，传播中医药新文明的
声音。

走出去，到群众身边传播中医药
文化。今年6月，在“2022年中医药
文化传播活动”现场，重庆桐君阁药
厂大国工匠、非遗传承人蔡苏展示了
桐君阁传统丸剂制作技艺，高超的制
丸技艺赢得现场百姓的连连夸赞。

请进来，与非遗文化来一次亲密
邂逅。据桐君阁药厂副总经理苏泰
安介绍，桐君阁药厂通过举行“非遗
文化之旅”，邀请全国专家体验桐君
阁非遗文化技艺；举办“和气康健”启
动会，发布沉香化气片新IP形象“沉
香”，强化企业品牌记忆；开展“保胃

健康”专家公益巡讲，让健康知识惠
及群众，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中医药文
化传播热潮。

不但深耕国内市场，在海外市场
的开拓上，桐君阁同样蓄势待发，扬
帆出海，为开启中医药文化国际传播
新篇章吹响号角。

苏泰安表示，桐君阁以高度的文
化自信向全世界宣传中医药文化，让
中医药瑰宝惠及世界，目前桐君阁药
厂产品在俄罗斯、马来西亚、菲律宾、
新加坡等地均有覆盖；未来，桐君阁
也将继续坚定中医药文化自信，以通
俗易懂、易于接受的形式向海外传
播、推广中医药文化，助力国粹中医
药的全球化发展。

据刘超介绍，“十四五”期间，桐
君阁药厂将规划建成“中华老字号特
色中药产业基地”，打造成为国药集
团在全国中药领域内的金字招牌；实
施“5650”战略，力争用5年时间，打
造6个年销售过亿元的主品，年总销
量突破50亿元大关。

站在新起点，展望新征程，广大
桐君阁儿女将继续乘势而上、接续奋
斗，加快传承中医药文化，创新中成
药技艺，谱写新华章，再创新辉煌。

韩洁洋
图片由桐君阁药厂提供

匠艺 非遗技艺的传承与创新

如何确保药丸粒径的均一性，使
药丸重量差异限度最小，达到药品泡
罩中药丸均匀美观的更高要求？
2012年，桐君阁药厂组建了以技术、
质量管理人员共同参与的攻关小组，
针对“提高强力天麻杜仲丸泡罩中药
丸均匀性”展开攻关。

“我们细化药丸制作的每一步工
艺，在分筛时严格控制药丸加粉、加
蜜的时间间隔，并在成品时多增加一
道分筛，通过半年的努力，最终实现
了对药丸均匀性的控制。”桐君阁药
厂丸剂非遗传承人蔡苏表示。

一代代桐君阁人的“匠心”传承
铸就了“百年桐君阁，精制中成药”的
美誉。

全国职业教育大会上指出，加快
构建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培养更多高
素质技术技能人才、能工巧匠、大国
工匠。高素质技能性工人已成为一
个领域不可或缺的人才。

去年12月，全国能源化学地质
系统评选的“大国工匠”名单出炉，桐
君阁药厂蔡苏位列其中。

“整个国药集团20万人，仅有2
位大国工匠，蔡苏便是其中一个。”桐
君阁药厂党委书记、总经理刘超表
示。

作为桐君阁传统丸剂制作技艺
第五代传承人，蔡苏是工匠中的优秀
代表，更是历代桐君阁人匠心制药、
代代传承的缩影。

“桐君阁丸剂制作技艺传承已经
传承到了第七代，且‘60后’‘80后’

‘90后’老中青三代都有，在传承人
队伍结构上是非常完备的。”刘超表
示，在人才的培养与传承上，通过设
立人才培训中心，选优配强“匠人之
师”，量身定制“一带一”技能提升培
训等方式，为优秀技能人才搭建平
台，不断充实代表性传承人队伍。

目前，桐君阁传统丸剂制作技艺
已培育“大国工匠”1名、重庆市巴渝
特级技师 2名、重庆市巴渝工匠 1
名，现有非遗项目代表性传承人38
人，其中国家级1人、市级4人、区级
21人。

匠人 非遗传承人的仁心与坚守

匠心 中医药文化的传播与弘扬

重庆市精神卫生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