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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是平常的一天，在重庆某地铁站，地铁门应声
打开，一名女子走到门前，刚刚踏出一步，就栽倒在站
台。此时，重庆市中医院中医师李延萍一个箭步冲上
去，以最快速度开展施救。

在施救过程中，李延萍发现一个问题：新修的
地铁站内只有一些基础的急救设施，仍需增配。随
后，她进一步深入调研，提出的建议引起相关部门
的重视。如今，重庆市轨道交通的医疗急救设施日
臻完善。

从中，我们看到一个中医人治病救人的风采，也
看到一个全国人大代表为民深情的担当。

潜心临证攻疑难 传承经验扬文化

“医者，治病救人是首要，医术精湛是基石。”30余
年来，李延萍始终抱定这样的信念，长期扎根中医临
床一线，造就了扎实的中医理论功底和良好的中医临
床思维能力，并熟练掌握中西医基础理论及本专业学
科前沿动态，解除了一个又一个病患之痛，深受病人
的喜爱与敬佩。

从普通中医到名中医，是一条向上攀升的钻研之
路。这些年来，李延萍从未停止过科研步伐，围绕中
医重点病种攻克内科疑难杂症，先后主持研发了益胃
消瘀颗粒、痛风灵合剂、济生乌梅片等中药院内制剂3
个。同时，形成“隔物灸”等治疗类风湿性关节炎、膝
骨关节病等多项集成示范中医适宜技术项目，惠及数
十万民众。

坚守临床，热心科研，深耕学术，成为李延萍身上
最为显著的特征。经过数十年悉心耕耘，她收获了累
累硕果：先后发表论文30余篇，其中SCI3篇；编写专
著20余部；获国家发明专利授权2项；主持重庆市疫
情应急科技攻关专项项目、重庆市技术创新与应用示
范（社会民生类重点项目）等各级科研项目6项。

值得一提的是，作为重庆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中
医药科技攻关专家指导组组长、市级中医救治专家顾
问组成员，李延萍第一时间参与重庆中医药防治新冠
肺炎工作，积极思考并致力于中医药防治疫情的研究

与实践。
她牵头启动中医药救治新冠肺炎科技攻关，提出

中医药防治建议方案，研究成果纳入重庆中医药诊疗
推荐方案；开展中医临床诊疗研究，成功研发用于新
冠肺炎治疗3个中药制剂。疫情期间，她还多次参加
重庆电视台“专家面对面”科普讲座，积极宣传中医药
在疫情防控中发挥的重要作用。

心系中医重传承 建言献策助发展

很多时候，她谈论的不是一剂一药，而是整个中
医药事业的发展。

她特别注重中医药人才的培养，重视中医药传承
与创新。她依托名中医工作室，培养了一支16人的核
心团队，近2年，团队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等科研
项目8项，发表论文22篇，研发了一批院内制剂、中医
诊疗规范和特色技术。所依托的风湿病科、脾胃病科
先后成为市级中医重点学科、专科联盟牵头单位。

她以全国人大代表的身份，积极提出建议，适时
在教育部《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中增设中医
预防医学专业，启动新一批中医预防医学重点学科建
设项目。在加强中医预防医学学科建设和课程建设
的基础上，建议具备条件的中医药高校增设部分中医
预防医学本科专业，培养具备中医药特色、中西医结

合的中医预防医学专业人才。
随着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的推进，李延萍积

极建议，川渝两地应通过不定期组织学科建设、互派
专家以及开放实验室平台等方式，进行川渝两地中医
药发展的创新研究，从而打破两地之间的壁垒，互相
交流、互相学习。她认为应持续加强川渝两地中医药
界在人才、科研、教学、产业、流通、政策等领域的深度
合作，做到优势互补、资源共享，互促共进。

贴近群众听民声 做实服务为民生

随着老龄化时代渐行渐近，足不出户就能享受贴
心专业的中医药服务，成为很多老年人的养老愿景，
也成为李延萍关注的重点之一。

李延萍清楚地认识到，当前中医药参与居家养老
服务深度还远远不够，还不能满足需求。她分析原因
认为，一是能够提供中医药特色服务的医养结合养老
机构少；二是中医药养老服务技能人才缺乏；三是医
保等配套政策暂未与社区居家养老有效衔接，“家庭
照护床位”收费标准相对较高。

根据2017年《关于促进中医药健康养老服务发展
的实施意见》提出的工作目标和重点任务，李延萍建
议有关部门牵头开展专项调研，找准关键问题，深入
落实现有或新制定的人才培养、资金匹配、医保扶持
等政策，支持社区居家养老服务机构的中医药服务能
力建设。

在李延萍看来，更重要的是要扩大“家庭照护床
位”试点，探索中医药深度参与的有效模式。她建议
在各地遴选经济基础好、老年人密集的街道、社区，
扩大“家庭照护床位”试点，特别是针对社区居家养
老机构提供“家庭照护床位”服务给予政府补贴，落
实将养老机构内设中医医疗机构纳入医保定点管理
这一政策。

时至今日，李延萍依然没有停止前行的步伐，用
她的话说，中医药源远流长，中医药只有来路没有尽
头，作为杏林中人，自己有责任为传承、弘扬中医药而
上下求索。

李延萍：责任为传承 弘扬为中医
本报记者 何军林

李延萍，全国人大代
表，重庆市中医院主任中
医师，重庆英才·名家名
师，专业技术二级岗，重
庆市名中医，第三批重庆
市学术技术带头人，重庆
市中医药学会副会长，世
界中医药联合会消化病
专委会副会长。

从微观上看，有些堵点路口的交通流是比
较混乱的，甚至可能出现不可预测的交通事
故。但是如果从宏观或者说从大的时间尺度
和空间尺度来看，比如看整个海淀区一天之内
的交通历史数据，其实是有很多规律的。我们
可以通过人工智能技术去挖掘这些规律，通过
建模大数据，结合大数据挖掘、大数据分析等
技术，发现宏观层面与细节层次间的交通运行
规律。 ——邓志东

（邓志东，清华大学人工智能研究院视觉智
能研究中心主任）

对超宽带的追求应该让位于双碳的压力，
从6G开始移动通信换代的主要驱动力要从过
去追求信道带宽转到追求能效。

6G需要更着眼核心网的研究，因为6G不
仅业务类型多，而且管理更复杂。要以架构简
单、运维方便、云网协同、智能开放、安全可靠和
低成本为目标做智简网络。 ——邬贺铨

（邬贺铨，中国工程院院士）

全息通信、AR/VR、元宇宙等业务的发展，
对网络提出了一系列新的要求与挑战，面向6G
的未来网络将有巨大前景。确定性、可编程、云
化、一体化安全也将成为未来网络的重要发展
趋势，未来将从承载、管控、业务等方面，全方位
提升网络能力。 ——刘韵洁

（刘韵洁，中国工程院院士、紫金山实验室
主任兼首席科学家）

李华：科技让农民走上致富路

今年33岁的李华是重庆市璧山区大路街道高拱
村四组合作社蔬菜基地的一名“新农人”。近年来，他
带领着合作社235户农户探索改变“靠天吃饭”的传统
种植方式，以科技创新赋能现代农业，让农业能挣钱，
让农民能致富。

经过不断摸索和学习，李华获得了“杂草秸秆还
田培肥土壤方法”“尾菜直接还田培肥土壤替代化
肥方法”等5项生态种植发明专利。不仅如此，李华

还全面优化种植品种、打造绿色品牌，从“啥菜都
种”改成种植水果、冬瓜和贝贝南瓜等新品种瓜果
蔬菜，帮助农户种出更优质的绿色农产品、卖出更
好的价格。

合作社280亩田地里，一株株嫩绿的西蓝花幼苗
在微风中摇曳多姿。“在虎年的账本里，我们希望通过
努力，农民的分红比例能够增长50%以上。”李华说。

新华社记者 唐奕 摄

▲李华在合
作社办公室翻看

“牛账本”。

◀在合作社
蔬菜基地，李华
查看西蓝花幼苗
生长情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