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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国务院办公厅近期印发《关于推动公立医院高质量发展的意见》,强调要建设公立医院高质量发展新文化。 医

院文化是反映医院软实力的重要体现和影响医院发展的关键因素。 加强公立医院文化建设成为建立现代医院管理制度、推
进医院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任务和重要抓手。 公立医院要加强文化建设,践行职业精神,塑造行业风范,凝聚

精神力量,推动事业发展。 中医药文化的核心价值体现为“仁和精诚”。 中医医院要加强以中医药文化为主体的医院文化建

设,把中医药文化融入医院核心价值体系、行为规范体系和环境形象建设,提升医院文化软实力,以期通过推动建设高水平医

院文化建设引领和促进中医医院事业的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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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推动新时代中医医院高质量发展,必须建设中医医院

高质量发展新文化[1] 。 中医医院文化建设要将中医药文化

与时代文化特征相结合,践行职业精神,塑造行业风范,把
以“仁和精诚” [2-3] 为精髓的中医药文化核心价值,融入医院

宗旨、精神、价值观、办院方针、发展战略、愿景、使命、院训、
院歌、院徽以及行为规范、 环境形象等方面, 并加以体

现[2,4] ,从而凝聚精神力量,推动事业发展。 笔者在对湖南

省部分三级甲等中医医院文化建设实践探索进行调研的基

础上,对如何加强中医医院中医药文化核心价值体系建设

进行探讨并提出建议,以期通过推动建设高水平医院文化

建设引领和促进中医医院事业的高质量发展。
1　 在中医医院文化建设中深度融入中医药文化核心价值

1. 1　 确立体现中医药文化价值理念的医院宗旨 　 医院宗

旨体现医院的根本目标,其根本宗旨是以人为本、生命至

上、救死扶伤、服务患者。 中医医院结合自身实际,总结提

炼了“传承国医精粹,服务大众健康”“传承创新,仁济苍生”
“大医精诚,济世救人” “诚信为本,仁德为先,传承国医,服
务民众”“发扬人道精神,发挥中医特色”“弘扬祖国医学,发
挥中医特色,造福人民健康”“救死扶伤,仁术济世” “传承创

新,济世苍生”“承古纳今,济世利民”“继承发展,惠泽百姓”
“兼容中西医精华,创造健康快乐”等具有中医特色的医院

宗旨,把以人民健康为中心的思想与中医药文化理念有机

融合,体现了中医医院医护人员尊重生命、敬畏生命、爱护

生命的伦理思想和道德境界。

1. 2　 凝练具有中医药文化独特气质的医院院训　 医院院训

是医院员工共同遵守的行为规范,是医院办院理念的集中体

现。 中医医院院训既要具备医院文化的一般内涵与特征,更
要体现中医医院的宗旨和中医药文化的核心价值。 中医医院

大都提出了自己的院训,如“继承创新,术精德仁” “厚德、敬
业、传承、创新”“厚德载医,博学济世”“悬壶济世,居安思危,
院兴我荣,院衰我耻”“传承创新,仁和精诚” “和勤精实”等,
立意高远、言简意赅,具有浓郁的中医药文化特色和中医医院

的独特气质,不仅成为医院和员工的基本行为规范,也打造了

医院矗立于社会和老百姓心中的特色品牌。
1. 3　 培育突出中医药文化价值取向的医院精神 　 医院精

神是全体医院人员价值取向、思想理念、道德规范、工作态

度的体现,是医院文化的核心与实质。 中医医院将长期以

来形成的敬业、奉献精神归纳提炼为“天地人和,止于至善”
“仁爱、精诚、博学、笃行”“奉献、敬业、拼搏、创新”“爱民、敬
业、谦谨、仁和”“诚信、和谐、敬业、创新” “为人之道诚之又

诚,为医之道精益求精”“艰苦奋斗、业精于勤” “和谐、创新、
超越”“向上向善”等医院精神,

 

突出体现了中医医院的文

化理念和价值取向,其在医院发展中发挥了良好的正面导

向、强大的激励引领和巨大的动能转化作用。
1. 4　 制定反映中医药文化目标追求的医院愿景 　 医院愿

景,即医院希望创造的未来景象,是医院与员工的共同目

标。 中医医院在充分分析机遇挑战、准确把握任务使命的

基础上,找准定位、发挥优势,以建设“五名”工程、实现高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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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发展为目标,研究制定自己的发展战略和中长期规划,分
别确立了“中医要领先、西医要突破、中西要结合” “院有专

科、科有专病、病有专药、人有专长” “发挥优势、突出特色、
中西并重、实现医院现代化”“发挥中医药特色优势、打造中

医药服务品牌、实现中医药名院目标” “中医特色鲜明、文化

底蕴深厚、名医名科荟萃、综合实力领先” “建设全国一流的

现代化综合性中医医院”“努力创建全面领跑湘西北的一流

中医医院”“打造区域内百姓最信赖的综合性中医医院”等

愿景,鼓舞人心,催人奋进。
1. 5　 谱写弘扬中医药文化核心价值的医院院歌 　 院歌是

医院宗旨的艺术表达形式,体现医院宗旨、精神和追求。 中

医医院均创作自己的院歌,积极向上、内涵丰富、旋律优美。
如:某科研院所附属医院的院歌《大爱无疆颂》,歌词中的

“神农尝百草,华佗济众生,仲景求古训,医圣留美名” “聪甫

吟古汉,炳凡脾胃论,欧阳德高尚,国医有传人”;某大学附

属医院院歌《你的安康是我最大的愿望》,歌词中的“中医瑰

宝我们继承创新,术精德仁我们一代代弘扬” “疑难杂症我

们尽力攻克,妙手回春我们救死扶伤”;某市中医医院院歌

《大医精诚》,歌词中的“神农草仲景方,杏林春暖橘井泉香,
悬壶济世呵护苍生”“树医德立风范,仁爱诚信敬业创新,牵
手中医相约健康”,

 

均彰显了中医人仁爱、敬业、务实、创新

的精神,富有中医药特色和时代气息。 在医院重大活动中

奏唱院歌,将提升医院职工的荣誉感、自豪感和责任感,同
时进一步营造了全社会尊重、理解、热爱、支持中医药事业

的良好氛围,更好地促进医患和谐。
2　 建设彰显中医药文化特色的行为规范和环境形象

2. 1　 倡导具有中医药文化特色的行为规范 　 医院行为文

化是在医疗服务和医院生活中以人的行为体现的文化形

式,是医院精神、价值观的动态体现[5] 。 医院工作人员是医

院文化的承担者和践行者,医院文化被全体员工所认同内

化于心,才会外化于行而形成强有力的执行力和约束力。
很多中医医院依据《中医医院中医药文化建设指南》,结合

本院发展历史和自身特点,制定施行了适用于开展诊察疾

病、处方用药等技术服务的“心存仁慈、病人至上,精研医

道、救死扶伤,规范诊疗、廉洁行医”等诊疗行为规范;适用

于提供服务过程的“举止端庄、动须礼节,待患若亲、言语温

和,诚信笃实、勿自妄尊”等言语仪表规范;适用于处理工作

关系的“取人之长、补己之短” “严于律己、宽以待人” “谦逊

礼让、顾全大局”等同道相处规范;适用于传道授业、学医习

业的“老师为人师表、平易待人、因材施教” “学生尊师重道、
精勤不倦、继承创新”等教学传承规范;适用于庆典活动、职
工大会、就职仪式、拜师仪式等重大活动或特定场合的“挂

国旗、唱国歌”“唱院歌、诵院训” “授帽礼” “拜师礼” “慰问

礼”等特定礼仪,形成了最富于中医药文化特色的医院行为

文化。 医院精神文化与行为文化有机融合,有利于提高员

工综合素养、彰显服务特色、提升患者信赖感和满意度,使

中医医院的精神、宗旨和中医药文化核心价值得以实践和

实现。
2. 2　 建设融入中医药文化元素的医院环境 　 医院物质文

化包括医院环境、院容院貌、服务设施等,为文化的传承与

弘扬提供物化载体和物质保证[6] 。 整洁、温馨、便利并且富

有人文气息的诊疗环境,能够给患者以精神抚慰,有利于患

者病情康复。 优美舒适的工作休息场所,能更好地激发医

院员工的工作积极性和创造性,不断提升服务质量和服务

水平。 中医医院通过对建筑外观进行改造装饰,充分融入

和体现中医药元素和特点,使职工产生归属感和自豪感,使
患者产生温馨感和信赖感;通过园林建筑小品、亭榭、山石、
盆景、碑刻、地面文化造型、主题文化墙及药用植物园林绿

化等表达形式,宣传中医药历史知识、文化理念和核心价

值,营造浓厚的中医药文化氛围[2] ;对标志性构筑物通过抽

象艺术雕塑、医史人物塑像、中医器物或中药植物的造型等

表达形式,体现医院宗旨与特色;对医院内部装饰通过文化

长廊、壁画、招贴画、院训、主题墙、墙饰、雕塑、名医塑像、名
医书画作品、木刻、石刻、中医药器具模型、实物、橱窗展柜、
触摸屏、视频网络等表达形式,时代化、大众化、创新化地阐

释中医药文化内涵理念,达到营造氛围、宣传理念、传播知

识、彰显特色的目的和效果[2] 。
2. 3　 设计体现中医药文化内涵的医院院徽 　 医院标识也

是医院环境形象建设的重要内容。 医院院徽是最重要的医

院标识,代表着医院的文化内涵、经营理念和精神追求[2] 。
中医医院的院徽设计,内容上构思独特、含义深刻,形式上

简洁美观、庄重典雅,生动体现了中医医院和中医药文化的

内涵。 如有的院徽蕴含阴阳和谐共生的文化理念和哲学思

想,表达了中国传统医学“精气神”合一的理论精髓,又诠释

了医院文化取向和美好愿景;有的院徽体现医院悠久历史,
紧扣中医文化主题,传递湖湘精神;有的院徽不仅表达了地

域和人文概念,也代表了医院带给患者的关爱和健康;有的

院徽既体现了传统中医药文化的源远流长,又体现了现代

综合中医医院的传承创新发展。 匠心独运的院徽设计,能
产生强烈的艺术感染力,通过在医院指示标牌、宣传用品、
办公用具等方面的广泛应用,有助于更好地规范医院行为

文化,增强公众对中医医院的信任感和对中医药文化的认

同感。
3　 推进中医医院高质量发展新文化建设

3. 1　 因地制宜打造独具特色的中医医院文化品牌 　 中医

医院要适应时代发展和事业需要,面向广大人民群众健康

需求,积极推进新时代高质量发展新文化建设。 要始终将中

医药文化建设放在医院发展的战略高度,纳入医院建设长远

规划,整合资源,因地制宜,自主创新,不断挖掘和延展医院文

化内涵,与医院历史地域特点相结合,将“仁和精诚”的中医

药文化价值理念深度融入医院精神文化、制度文化、物质文化

和行为文化建设,形成具有本院特色的医院文化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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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2　 不断提升中医医院文化软实力 　 医院文化建设是医

院软实力的重要体现,也是高水平医院的重要标志。 近年

来,由于各级各类医院加大投入,不断引进现代诊疗技术、
设备和人才,同类医院之间在技术水平、基础设施、服务环

境等方面的硬实力日益接近,医院的综合实力和社会影响

力更多地体现在以文化为核心的软实力上。 在竞争激烈的

大环境下,医院文化成为体现差别、影响发展的关键因素。
医院文化建设要克服表象化、肤浅化、形式化、粗俗化现象,
注重入头脑、入思想、入人心,真正将文化的核心价值理念

转化为员工的思想自觉和行为自觉,激发医院员工的干事

创业活力。 中医医院要把“敬佑生命、救死扶伤、甘于奉献、
大爱无疆的职业精神”“医术精湛、医德高尚、医风严谨的行

业风范” [7] 以及中医药文化核心价值理念贯穿于临床医疗

实践和现代医院治理,努力提升文化软实力,凝聚支撑中医

医院高质量发展的精神动力[8] ,促进健康新湖南建设。
3. 3　 用高质量文化引领和推动中医医院高质量发展　 “仁

和精诚”是中医药文化的核心价值所在,核心价值是中医药

文化的根基,根深才能枝繁叶茂。 中华民族历经并战胜各

种重大突发疫情考验,中医药总是发挥着护佑老百姓健康

和民族繁衍生息的重要作用,这让我们更加坚定中医药文

化历史自信和未来自信。 中医医院要弘扬中医药文化核心

理念,始终坚持公益性导向,真正改变以业务规模和经济效

益为导向的治院理念和模式,坚守纯粹医者信念,持续改善

医疗服务,让每个医务人员都成为患者最信赖的人,让每个

患者在医院都感受家的温暖,打造有技术、有温度的高质量

发展中医医院[9] ,为广大人民群众提供更高水平、更为满意

的健康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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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 26 页)理应中病即止,但察患者舌、脉、症,仍
存在疾病复发的“易感因素”———阳气亏虚,若不乘

胜追击,痰湿容易再生,流于肠间,遇邪引动而复

发。 故以附子理中汤、甘草干姜汤温补脾肺化饮,
合玉屏风散顾护肺卫之气,谨防外邪袭表,全方以

温补肺、脾为主,“脾为生痰之源,肺为储痰之器”,
脾肺阳气充盛则痰湿无以化生,土为金之母,母强

则子健,脾胃强、肺卫固而表邪不害,体现了上工治

未病、见微知著的治病理念。
本案体现王师治疗溃疡性结肠炎的三大特色:

一是采用调肺以逐伏饮,祛除浮热瘀毒,加快肠黏

膜修复速度;祛除易感因素,见微知著,降低溃疡性

结肠炎复发率。 二是分阶段辨证论治,首以治标为

主,次以治本为主,末以预防复发为主。 三是中西

医联合治疗溃疡性结肠炎的降阶梯思维,根据患者

病情逐渐减小西药用量直至停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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