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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忘初心 笃行不怠
高质量开展国际交流工作
2023 年，学校国际交流工

作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

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习
近平总书记来陕考察重要讲话
重要指示批示以及关于高等教
育、中医药、卫生健康事业的重
要论述，聚焦学校高质量发展
要求，服务学校省局共建、“双
一流”建设及申博工作，不断加
大国际合作和交流力度，搭建
国际交流平台，为我校师生创
造机会，提升学校国际教育实
力，使中医药国际交流和合作
得到进一步发展。

师生交流方面，与加拿大
昆特兰理工大学、泰国华侨中
医院、马来西亚拉曼大学等在

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医疗教
育、文化推广等方面广泛开展
合作。接收泰国华侨中医院优
秀医生到我校附属医院进修，
在学习先进中医药适宜技能之
外，体验中国文化。组织申报中
外语言交流合作中心国际中文
教育志愿者，我校人文管理学
院学生获批赴尼泊尔、柬埔寨
任教。举办“跨文化交流及英语

学习”系列活动，全面提升学生
跨文化交际能力，为我校申报
国家留学基金委及各类对外交
流项目储备英语人才，培养国
际交流有生力量。项目目前已
举办四期，遴选优秀本科生及
研究生近百人参加，反馈良好。

国际学术交流方面，连年
举办“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国
际学术交流会”，为师生国际学
术交流搭建平台，为我校申博
及各项建设工作填补空白。校
内领导专家受邀参加马尔代夫
维拉学院研究与创新研究所主
办的社会研究与创新国际会
议、第六届“一带一路”中医药
发展论坛、2023 欧亚经济论坛
中医药交流合作分会、第六届
“一带一路”中医药发展论坛等
活动，携手海内外专家，共商中
医药海外发展路径。

引智工作方面，聘请加拿
大昆特兰理工大学中医系主
任、原英国牛津大学中医药研
究中心主任马玉玲为客座教授
并定期进行学术报告及学术交
流，扩大我校师生国际化视野，
提升我校国际教育水平。

国际合作交流处 陈婧
金秋时节，是收获的季节！

2023 年 10 月 8 日，杭州亚运会顺利闭幕了，

中国队以 201 枚金牌进账也获得了巨大的丰收，

打破了亚运会历史上最多的金牌记录。

运动员活力四射的各种竞技表演，留给国人

与世界人民美好的回忆和感动。

但更加惊喜的是: 一群 90、00 后带给我们不

一样的视觉、听觉盛宴，让我们再一次体会惊艳

杭州的创新、活力与开拓的精神，激活 90、00 后的

激情、个性、奔放与霸气！

BGM应景，在每一处比赛的氛围中，音乐与

歌曲都恰如其缝的与比赛完美融合。男篮中国台

北队与中国香港队比赛时，背景音乐《我的中国

心》，当中国队赢得胜利时，全场响起《歌唱祖

国》，还有《倍儿爽》《喜欢你》《奢香夫人》都成为

了本次亚运会比赛应景歌曲……

这，不就是我们中医里的“望闻问切，对症下

药”吗？

中医诞生于原始社会，是我国人民在生产、

生活以及同疾病作斗争实践中的经验总结。中医

的发展经历了 5000 年的历史。

据数据记录，在新冠肺炎救治方面，湖北省

中医药参与救治的百分率大概 75%以上，全国其

他地区已经达到 90%以上，让患者和疑似患者能

够得到中医药的治疗。全国其他各地均有大量的

中医治疗数据支撑。

对于很多投身于传统中医学的中医从业者，

中医未来的发展方向是他们的立身之本。从《中

医药发展战略规划纲要(2016-2030 年)》《“健康中

国 2030”规划纲要》到《中国中医药法》及《中医药

“一带一路”发展规划（2016-2020 年）》等中医药

相关政策的出台，不难看出，国家扶持中医药事业

发展的力度非常之大，也可以说当下中医药事业

迎来了生机勃勃的春天。

 “奔小康”“要健康”“治未病”已经成为国策！

众多的中医从业者已经响应并积极参与进来了:

中医馆在全国已经下沉覆盖至各乡镇；中医养生

使更多的老百姓都能讲出子丑寅卯；前一阵，火遍

全网的河南郑州一家开在中医馆里的养生餐厅受

到年轻人追捧，六珍菌龙须面、葛根山药羹、茯苓

蛋仔等含有中药成分的养生主食、汤粥、茶点供不

应求。10 月中旬 2023 黄元御中医药文化节更是

人山人海…… 

如此好的群众基础，国家对于中医的利好，国

人对于中医的信任，作为中医药大学的学子们，有

什么理由不好好学习，传承并将中医大业发扬光

大呢？

作为时代中医的践行者，更应该好好学习中

医，让中西医结合，人民健康，才是我们的使命。

中医药作为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未

来的发展中有着很大的潜力和机遇。通过加强中

医的科技创新、国际化推广、个性化治疗、中医药

材的保护和创新以及教育和培训的改革和创新，

中医将会得到更好的发展和应用。中医的未来不

仅在于传承和发展中华文化，更在于为全球人类

健康事业做出更多的贡献。

基础医学院 2301 班研究生 王艺晓

言 论

本报讯 10 月 16 日，由陕西省中医
药管理局举办，我校承办的“全省第二
届西学中高级研修班”在我校 5515 学
术报告厅顺利开班。我校副校长杨景
锋，省中医药管理局医政医管与教育处
副处长周亚琴出席开班仪式并讲话。开

班仪式由我校研究生院党总支副书记
杨帆主持。

杨景锋代表我校感谢陕西省中医
药管理局长期以来对我校的信任、关心
和支持，并对本届研修班学员的到来表
示欢迎。他在致辞中介绍了我校的办学
历史、学校概况以及研究生教育和学科
发展情况，并对学员提出三点要求：一

要珍惜机会，做到学有所获。二要立足

经典，坚持文化自信。三要中西并重，践
行传承创新。他希望每一位学员通过系

统的中医药知识学习，结合现代医学，
运用现代科技手段研究中医药，进一步
挖掘中医药这个宝库，为在今后的临床
实践中以提高临床疗效为根本目的，把
中医和西医在疾病治疗上的优势进行
互补，取长补短以产生更好的疗效。

周亚琴对西学中研修班的举办背
景和政策保障方面进行了详细解读，对
办好本届研修班提出三点要求：一是珍
惜机会，端正态度，认真学习。二是周密
部署，精心安排，保障质量。三是遵守纪
律，全面交流，互学互鉴。她强调，学员
们要将纪律、安全等问题记在脑子里、
落在行动上。

研究生院院长王斌介绍了研修班
培养计划和学习内容。他强调，全体学
员一要深入系统学习，勇担名医职责。

二要注意各项安全，保障身心健康。三
要严守纪律要求，争取学有所获。同时，
研究生院要做好管理服务和学位申请
工作。

学术讲座环节，张景明教授以《以

道御术———中医经典理论临床应用举
隅》为题作了首场专题报告。

本届西学中高级研修班的举办是
加强中医药人才队伍建设、鼓励西医学
习中医、继承弘扬发展中医药事业的重
要举措，对促进中西医并重，推动健康
陕西建设具有重要的意义。

我校研究生院、信息化建设管理
处、后勤保障处、保卫处等部门负责同
志以及研修班全体学员参加开班仪式。

（研究生院 张欢）

本报讯 10 月 27 日，省教育厅普通本科
高校实习复查第五专家组邵亮一行来我校
进行检查。校党委副书记于远望出席会议，
会议由教务处处长卫昊主持。

于远望细介绍了我校情况。他指出，学

校高度重视本科阶段实习工作，此次检查指
导是难得的学习机会，希望各位专家为我校
实习工作问诊把脉。各单位要认真听取专家
指导意见，扎实做好整改工作，切实提高我
校实习管理水平。

专家组组长邵亮建议，学校要进一步完
善实习突发事件处置的相关制度。

教务处副处长韩曼汇报了我校本科实
习复查情况。随后，专家组同与会人员进行
了深入交流，现场查阅了实习资料。

各教学单位分管实习工作的副院长及
教学秘书参加了会议。（教务处 杨忠瑶）

本报讯 10 月 16 日，阿克苏地区中
医医院党委书记、副院长高学忠一行来
校调研交流。校党委副书记于远望出席
调研活动。

于远望简要介绍了学校的发展历
程、近年改革发展取得的成绩，并对医
院一直以来为我校毕业实习工作给予
的支持和付出表示感谢。他指出，期待
未来双方在教学科研、学生就业等方面
加强校院联动，深化交流合作。

高学忠详细介绍了医院发展历程、
改革思路和目标愿景。他表示，希望通
过此次交流座谈，双方能进一步增进了
解，加强联系，在医、教、研等方面拓展

合作领域，实现双方共赢。
与会人员就人才培养、学生就业、

科学研究、医教协同等内容进行了充分
交流。

会后，高学忠一行参观了陕西中医
药博物馆。

学校学工部、教务处、科技处、中医

系、中西医临床医学系、针灸推拿学院
等相关负责人参加了调研活动。

（教务处 于雪珂）

本报讯 10 月 18 日下午，咸阳市医疗保
障局局长邵红、秦都区副区长史航宇、秦都
区医疗保障局局长刘爱庆等一行到我校进
行大学生医保工作调研交流。我校党委副书
记苏晓波、后勤保障处副处长齐宝宁参加调
研。

苏晓波就我校大学生医保相关工作进
行了简要介绍。齐宝宁就大学生医保在宣传
动员、信息采集和代收费方面的具体工作经
验进行了交流。

邵红表示市医保局将全力支持我校做
好大学生参保和医疗保障工作。

据悉，我校已于 10 月 13 日正式启动了
2023 年度大学生医保参保缴费工作。接下来
我校将继续加大大学生医保参保宣传力度，
提高在校大学生参保率，做好大学生医保服
务。 （后勤保障处 齐宝宁、纪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