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重庆市针灸学会：

名医荟萃 让针灸传承“活”起来
于1988年4月25日正式成立的重庆市

针灸学会（以下简称学会），是由全市针灸医
学和相关学科中从事医疗、科研、教学、工程
等工作的工作者自愿组成的社会组织，是党
和政府联系针灸医学、科技工作者的桥梁和
纽带，是发展重庆市中医药科学技术事业的
重要社会力量，是依法注册登记的学术性、非
营利性的社会团体。

学会主要工作包括：开展国内外针灸医
学学术交流活动，编辑出版各种针灸书籍、
学术期刊、文献资料和音像制品，传播科学
技术信息，推广学术成果，参与科技决策论
证、法规制定，提供政策建议、技术咨询和技
术服务等。

近年来，学会不断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
九大、二十大和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
精神，以从严治党为主线，坚持不懈地抓好学
会的政治、思想、组织、纪律、作风、制度建设，
有力地提升了党建工作的科学化水平，为学
会发展提供了坚实的政治和组织保障。

人才荟萃 精英辈出 承接职能

目前学会共有专业委员会14个、工作委
员会4个，注册会员827人、理事138人，其中
当选中国针灸学会理事4人、常务理事1人。
廖惠萍为学会现任会长。学会人才辈出，先
后涌现出全国第一届名中医郭剑华、全国第
二届名中医王毅刚，以及朱丹、王竹行、曾朝
芬、姜兴鹏、唐成林、郭亮等23位重庆市名中
医和数十位各区县名中医。2022年，姜兴鹏
团队成功申报重庆市中医药创新团队建设项
目，王竹行团队成功申报重庆市中医药创新
团队培育项目。

学会承接政府职能，开展多项工作，从
2020年起，一直持续开展国家中医药管理
局发起的中医药传统知识收集、保护、整理
工作。截至目前，学会梳理了80余项传统
中医药保护项目。民间专委会主任委员刘
光瑞所在的少林堂，承接了国家中医药管理
局的“中医药古籍保护”项目，已收集整理了
近万册古籍。

学术引领 科技创新 会企合作

学会多次成功举办全国性和区域性学
术会议以及国家级继续教育项目培训班，多
次被市科协评为先进学会、星级学会。2011
年，学会获得第二届中国针灸学会华佗先进
集体奖。2015年，中国针灸学会第七批科普

教育基地在重庆成立。目前学会会员已出
版专著 30 余部，发表各种论文 1000 余篇。
近年，学会获得厅局级以上科技项目95项，
获得专利85项，为中医事业的发展做出了
一定的贡献。

以器械专委会主任委员姜兴鹏为代表
的中医药科技创新团队，开发了“天灸罐、天
灸贴”等灸疗产品。在试用期间，其疗效多
次得到市、区领导及使用者的高度认可和赞
誉。灸法专委会副主任委员秦长利开发了
一系列灸具，在国内外都很畅销。其余会员
积极申请各项专利，获得国家发明专利 3
项，实用新型专利200余项。赵氏雷火灸、
燕青门正骨疗法成功申报了2021年国家级
非遗项目。

近5年来，企业会员对学会工作予以大
力支持，学会也对企业进行了学术扶持。例
如：恒硕医疗集团，为重庆市针灸学会副会长
单位，创立于2001年，旗下有恒硕康复、恒硕
医院管理公司、恒硕康复医学技术研究所、思
利谱医疗、华盾脊柱矫正中心，致力于康复中
心整体建设、睡眠中心整体建设、青少年脊柱
侧弯中心建设。重庆百笑医疗设备有限公

司，成立于2010年，荣获“重庆市优势企业”
“中国针灸学会理事单位”“中国针灸学会艾
灸产学研创新联盟常务副理事长单位”，是一
家集中医医疗器械及健康产品研发、设计、制
造、销售、推广服务于一体的高新技术企业。
公司产品百笑灸在2016年获得中国针灸学
会科学技术一等奖，还被纳入了国家中医药
管理局中医诊疗设备第一批推广产品目录，
入围了重庆市重点产品目录，是国际ISO艾
灸标准的支持产品。赵氏雷火灸是国家级非
遗项目、国家第一批中医药适宜技术推广项
目，其医疗研究所在广东、辽宁、海南、长春、
重庆等地成立了培训基地，大范围地推广了
雷火灸这一种效优价廉的疗法。学会与这些
企业一同为重庆乃至全中国的针灸、中医康
复事业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科普宣传 义诊扶贫 服务社会

学会会员积极参政议政，向市、区提出了
数十条关于中医药的提案和议案，得到了各
级政府的重视和认可。

学会每年举办各种规模义诊活动30余

次。2017年8月至12月，应四川省广安市人
才领导小组办公室、广安市卫生和计划生育
委员会的邀请，学会组织专家在广安开展了
8期健康扶贫中医药人才培训。来自广安市
各区县基层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乡镇卫生院、
村卫生室、个体诊所的1000多名基层医务人
员参加了培训。通过培训，广安市中医药水

平得到了整体提升。
近5年来，学会每年开展科普宣传50余

场。截至目前，学会组织的中医药进校园活
动，已覆盖渝中、江北、南岸区中小学40余
所，让孩子们从小就能接受比较正规的中医
药培训。该项活动深受师生们的喜爱。

通过多方面努力，学会使重庆中医药事
业得到了良性发展。

弘扬国粹 国际交流 抗击疫情

学会会员对推动中医药走向世界发挥了
积极的作用。学会曾经的常务副会长郭剑华
教授，曾多次走出国门，在美国、南非进行讲
学。2000年，郭剑华教授受南非中医药研究
院邀请出访南非，并组建了南部非洲中医药
学会。次年，南非中医药法案正式出版，中医
药非药物治疗得到了当地官方的认可，并被
纳入了当地的医疗保险中。

民间疗法主任委员刘光瑞曾前往墨西哥
举办“中国针灸发展史”展览，开展了“中医认
识——生命中的自愈力”等讲座，并接受了国
内外多家媒体的采访报道。

此外，副会长王竹行曾到美国、法国讲学
传播针灸，针法专委会主任委员乔秀兰、临床
专委会副主任委员毛翔曾分别在巴巴多斯共
和国、巴布亚新几内亚独立国进行了为期两
年的医疗支援，让当地人民得到了有效的中
医药治疗，让中医针灸的理念更加深入人心。

近几年，在廖惠萍会长的带领下，学会
成员积极应对突发的新冠病毒疫情，各位
委员均战斗在抗疫一线，为抗疫防疫、保护
人民身体健康贡献出了自己的力量。会长
廖惠萍曾任 2020 年重庆市新冠肺炎防控
领导小组医疗防控咨询专家组秘书组组
长，对疫情防控高度重视。2022年，学会秘
书长苟春雁以中医专家的身份参与了重庆
援西藏昌都抗疫活动。在重庆疫情期间，
副会长彭佑群组建了“九龙坡区新冠肺炎
疑似患者集中隔离观察点”，动员九龙坡区
中医院工作人员积极进行新冠核酸筛查。
学会党支部书记杨昆鹏以项目负责人的身
份参与了綦江区中医药防治新型冠状病毒
肺炎领导及专家小组的工作，任专家组组
长。此外，杨昆鹏还以主编的身份编写了
《綦江区新冠肺炎中医药防治手册》，积极
参与綦江区新冠肺炎的中医药预防及治
疗，受益40万群众以上。

苟春雁 马善治 张雪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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恒硕医疗集团致力于康复中心整体建
设及睡眠中心整体建设。

发掘国粹，造福人类——重庆百笑。

重庆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
赵氏雷火灸第四代传承人赵时碧（左）和国
家中医药管理局特聘中医药适宜技术（雷火
灸）省级师资授课教师、赵氏雷火灸第五代
传承人、重庆市渝中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
性传承人张丽（右）讨论、研究雷火灸灸具。

2022重庆·四川中医药文化传播行动·名中医川渝行启动仪式。

建功新重庆 展现新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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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是《电脑报》创刊31周年。过去31
年里，《电脑报》提出“普及计算机知识，提高民
族文化素质”的办报宗旨，致力于科技知识的
传播和应用，为提高国民科学素质发挥了积极
的作用。电脑报不断总结科普传播经验，改进
内容和服务质量，加快媒体融合发展，进一步
提升电脑报品牌美誉度和影响力。

点亮科技之光，推动中国信息技术
普及浪潮

《电脑报》于1992年1月正式创刊，由聂荣
臻元帅题写报名，著名科学家和作家周光召、
许嘉璐、朱高峰、马识途等担任顾问。《电脑报》
创刊之时，正是国内计算机应用起步的时代，
电脑报以“通俗、实用”为特色，扮演了信息技
术启蒙者的角色，全面关注计算机在家庭、学
校、办公室及各行各业的应用，很快就受到了
读者的广泛欢迎，发行量连年翻番。

2003年，电脑报成为全国首批文化体制改
革试点单位，转企改制进一步激发了人才活力
和创新动力，《电脑报》的影响力也日益扩大。

《电脑报》发行量连续多年在全国电子和IT
类报纸中高居榜首，最高期发行量达到70多万
份，传阅量350多万人次，在电脑报原文基础上
衍生的《电脑报合订本》，也曾是全国最畅销科
技图书，31年来累计发行量超过3000万册。

31年来，电脑报多次获得各级主管部门的
表彰和奖励。1996年，电脑报社被新闻出版
总署评为“全国地方报社管理先进单位”，1999
年，荣获科技部、中宣部、中国科协颁发的“全
国科普工作先进集体”。2005年，电脑报编辑
部被授予重庆市“青年文明号”单位称号。
2008年，在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周年的活动中，
被评为“影响重庆三十大品牌”；2020年，获得
重庆市“十佳版权创新企业（提名）”称号。
2021年，电脑报党支部荣获重庆市委颁发的
市“先进基层党组织”称号。

发展科技融媒体，科技传播覆盖
全网

作为信息技术领域的传统媒体，受到互联
网的冲击最早也最大，发展一度遭遇瓶颈。习
近平总书记提出媒体融合发展的思路，给电脑
报也带来了新的机遇。经过8年的探索，电脑报
成功打造了具有科普特色的专业型融媒体，在
科技传播领域具有独到的影响力。

目前，电脑报融媒体全部订阅用户超过
1000万人，在全国科技类媒体中具有独到的影
响力，并多次入选人民网评选的报刊融媒体传
播百强榜。电脑报新媒体策划的粉丝嘉年华系

列活动在全国各大城市举办近百场次，融合年
轻人喜欢的潮流数码、电竞游戏，传播科技资
讯，吸引了参加活动的核心粉丝超过万人。

电脑报正在大力推动视频和直播业务，建
设完整的视频采集、制作、分发体系，通过技术
手段提升内容优势，使视频业务成为新的增长
极，同时也为全社会提供更广泛的科普作品。
如今，视频已经成为电脑报科技传播矩阵的主
要载体之一，视频累计播放量每年超过一亿次。

电脑报有一支专业的采编团队，并建立了
院士专家数据库，还与惠普、戴尔、Intel、
AMD、华为、阿里、腾讯、百度、小米等众多世
界500强科技公司建立了合作关系，能迅速将
最新的科技资讯传播到各个平台。

建设西部科技传播中心，推进媒体
融合向纵深发展

下一步，电脑报将深度融入西部科技传播
中心的建设，打造智能化内容生产平台，拓展
内容生态，实现科普内容的多渠道全媒体传
播。电脑报将用新时代的科普，架起科技与产
业的桥梁，拉近公众与科学的距离，在全球信
息化浪潮中发出中国的声音。

一、搭建科普内容传播平台，成为西部科
技传播中心的重要一环。整合现有的媒体矩
阵，实现纸媒、网站、新媒体、音视频等的有机
融合。以深度原创内容的制作和传播为发展
核心，聚合专业科普机构、科普企业、科普自媒
体创作者，创作多元化科学传播内容产品，孵
化有全国影响力的优质科普品牌，促进国内外
海量科技信息和科普大数据汇集、分发，实现
科普内容多渠道全媒体传播。

二、破界出圈，拓宽科技传播领域。以手
机数码新媒体“机智猫”、科技财经新媒体“锌
刻度”和智能出行新媒体“出行局”为代表，加
强泛科普领域的内容，拓展互联网经济、新消
费、智能家电、新能源汽车等领域。《电脑报》也
利用31周年的契机，对形式和内容进行一次
大改版，以适应融媒体时代青少年读者的阅读
喜好和需求。

三、强化科技引领，探索新的科技传播手
段。契合时代需求和受众需求的视觉传播体
系是未来的重点手段，电脑报将从智能机翻、
AI主播入手，展开更加快速和更能灵活应变
的视频制作传播。在进一步的内容生态拓展
中，搭建能够进行快速切换的虚拟直播场景和
拍摄场景。围绕数字视觉、虚拟视觉系统，针
对性地制定科技传播素材，并投入实际项目的
应用，取得良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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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脑报：三十余年科普路 创新技术促发展

重庆电脑报出版有限责任公司参加第十一届重庆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