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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崔芳） 近日， 国家卫
生健康委、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 教
育部、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联合印
发 《关于加强新时代中医药人才工
作的意见》， 聚焦人才培养、 使用、
评价、 激励等体制机制改革提出相
关政策措施， 推动新时代中医药人
才工作高质量发展。 据悉， 《意见》
是首个多部门共同出台的系统部署
中医药人才工作的政策性文件。

《意见》 提出了中医药人才工作
“十四五” 和中长期的主要目标： 到
2025 年， 符合中医药特点的人才培
养、 评价体系基本建立， 人才规模
总量快速增长， 区域布局、 专业结
构更趋合理， 促进人才成长、 吸引
集聚的制度环境明显优化， 培养造
就一支基本满足中医药发展需求的
人才队伍； 实现二级以上公立中医
医院中医医师配置不低于本机构医
师总数的 60%， 全部社区卫生服务
中心和乡镇卫生院设置中医馆、 配

备中医医师。 到 2035 年， 符合中医
药特点的人才制度体系更加完善，
中医药领域战略科学家、 领军人才、
创新团队不断涌现， 人才对中医药
振兴发展的引领支撑作用更加突出，
对健康中国建设的贡献度显著提升。

《意见》 共提出 6 个方面的重点
任务。

一是加快培养集聚高层次人才。
在院士评选、 国家重大人才工程等
高层次人才评选中， 探索中医药人
才单列计划、 单独评价。 实施中医
药领军人才支持计划， 持续支持岐
黄学者等各类高层次人才培养项
目。 建立健全面向青年人才的普惠
性支持措施， 在重点人才项目、 重
大科技立项等工程计划中设立青年
人才支持专项。

二是夯实基层中医药人才队
伍。 逐步扩大本科层次中医专业农
村订单定向免费医学生招生规模，
持续开展全国基层名老中医药专家

传承工作室建设。 面向基层医疗机
构医师和乡村医生开展中医药知识
技能全员培训， 用 5 年左右时间实
现培训全覆盖。 推广 “县管乡用”
“乡管村用” 等人才管理模式， 鼓
励县域医共体、 医联体内人才柔性
流动。 完善基层中医药人才薪酬分
配和待遇保障机制， 具有本科及以
上学历， 经中医全科专业规范化培
训合格并到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工作
的， 可直接参加中级职称考试， 考
试通过的直接聘任中级职称。

三是大力推进西医学习中医。
逐步扩大临床医学类专业毕业生攻
读中医专业学位招生规模。 允许经
过系统培训且考核合格的西医医
师， 在执业活动中采用与其专业相
关的中医药技术方法， 参加中西医
结合职称评聘。 实施西医学习中医
专项。

四是统筹推进中医药重点领域
人才队伍建设。 强化中药专业技术

人才培养， 支持建设一批省级以上
中药炮制等中药传统技术传承基
地、 工作室。 建立健全中医技师管
理制度， 在中医药专业技术人员职
称序列中增设中医技师职称专业。
加快急需紧缺的中医护理人才队伍
建设， 强化中医疫病相关学科专业
建设。

五是医教协同深化中医药教育
改革。 调整优化中医药学科专业和
区域布局， 加大中西部、 省部局共
建中医药院校支持力度， 引导有条
件的高校稳步扩大中医药类专业博
士招生计划。 强化中医医院育人职
能 ， 核增临床师资 、 教育管理岗
位， 实施中医临床教学基地建设专
项 ， 实施卓越中医药师资培训计
划。

六是深化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
革。 拓宽中医医疗服务岗位， 三级
综合医院中医病房床位数不低于医
院标准床位数的 5%。

四部门部署新时代中医药人才工作
培养中医药领域战略科学家，探索高层次人才评选单列计划、单独评价

����6 月 22 日， 永州市江永县第一小学， 学生在展示“健康人生 绿色无毒” 主
题绘画作品。 6 月 26 日是第 35 个国际禁毒日， 该县中小学校开展形式多样的禁
毒宣传教育活动， 筑牢无毒“防火墙”。 田如瑞 摄

健康人生 绿色无毒
��� �本报讯 （通讯员 许黎） “日啖荔枝三百颗， 不辞长作
岭南人。” 眼下正是吃荔枝的季节， 荔枝被誉为 “岭南果
王”， 肉质 Q 弹， 甘甜多汁， 是很多人的最爱。 6 月 21 日，
长沙市疾控中心发布提醒， 如果真的像诗中所写的那样， 每
天吃下数百颗荔枝， 恐怕 “荔枝病” 就要找上门来了。

“荔枝病” 其实就是 “低血糖症”。 荔枝中含有 α－次甲
基丙环基甘氨酸 （MCPG） 和氨基酸次甘氨酸 A， 《柳叶刀》
杂志 2017 年发表的科学研究认为， 这两种物质能够抑制葡
萄糖的合成， 进而显著降低血糖， 是引发急性低血糖症的主
因。 这一效应在动物实验中已得到证实。 在未成熟的荔枝及
荔枝核中， 这两种物质的含量明显高于成熟果实， 因此食用
未成熟的荔枝更易患病。

“荔枝病” 的发病人群以儿童居多， 因为儿童的血糖平
衡能力比较差， 加上病情发展快， 因此出现症状也比较快。
尤其是空腹食用荔枝， 风险更大。 国内外均报道过多起儿童
空腹食用大量荔枝后出现 “低血糖急性脑炎综合征” 的情
况。 因此， 食用荔枝后如出现头晕、 乏力、 出汗、 面色苍
白、 肢冷、 心悸、 腹痛、 腹泻等低血糖症状， 一定要提高警
惕。 严重者会突然昏迷、 惊厥、 血压下降， 抢救不及时可导
致死亡。

为此， 长沙市疾控中心提醒市民， 吃荔枝一定要注意以
下几点： 吃完全成熟的荔枝。 在挑选荔枝的时候要选择已经
熟透的， 因为未成熟的荔枝中 α-亚甲环丙基甘氨酸和次甘
氨酸 A 含量更高， 更容易诱发低血糖。 切忌空腹吃荔枝。 人
体在空腹状态下， 血糖本来就比较低， 如果大量食用荔枝，
不仅会增加 “荔枝病” 的发病风险， 还会诱发反酸、 烧心等
问题， 给血糖水平和消化系统造成威胁。 一次不宜吃太多。
健康的成人， 每天吃荔枝应控制在 200 克果肉以内 （约 10~
15 颗）， 儿童酌情少量。

日啖荔枝三百颗？

湘潭市第一人民医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