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传承红色基因，为民办好实事 

--中华中医药学会血液病分会学党史基层实践活动纪实 

按照中华中医药学会血液病分会党小组 2021 年党建工作计划，在盛大的

“七一”庆典后，中华中医药学会血液病分会与甘肃省中医药学会血液病专

业委员会于 2021 年 7 月 9 日-10日共同举办了一次别开生面的党建活动。这

次党建活动的主题是“传承红色基因，为民办好实事”。活动内容由“强化专

科建设、开展学术交流、秉承岐黄经典、传承红色基因、解决民众疾苦”5

个单元组成。中华中医药学会血液病分会主任委员陈信义教授、副主任委员

兼秘书长侯丽教授、副主任委员李铁教授等参加了此次活动。 

1  强化专科建设 

甘肃省庆阳市是中医血液病行业最早建设的国家中医药管理局重点专科

建设单位，也是国家卫健委确定的国家重点专科建设单位、国家中医药管理

局确定的中医血液病区域中心。为进步一强化重点专科建设，发挥区域中心

的专科建设辐射效应，2021 年 7 月 9日一早，陈信义教授带领分会秘书长侯

丽、副主任委员李铁教授等一行前往庆阳市中医医院血液科。开金龙主任详

细介绍了血液科的重点专科建设经验与未来规划，并引导陈信义教授一行参

观了建设中的血液病专科。随后进行了座谈。开金龙教授谈到：“虽然甘肃省

庆阳市中医院血液病专科医疗发展较快，但科研与教学能力不足，制约了学

科建设开拓进取”。针对这一问题，侯丽教授介绍了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

院中医血液重点学科建设经验，陈信义教授从血液病分会总体规划的学科、

专科、区域诊疗中心建设角度提出了分步实施、强化建设、打造一流的医疗、

科研、教学等多个方面协同发展规划，并指出：“建设好甘肃省庆阳市中医院

血液病重点专科能为全国重点专科建设起到示范效应；把庆阳市中医血液病

区域中心建设好，能够辐射和引领西北陕西、新疆、青海、宁夏四省的中医

血液专科建设与发展，中华中医药学会血液病分会要按照西北中医血液病学

科整体发展状况，整合区域医疗资源，汇聚区域建设人才，实现医疗资源共

享，学术相互交流，带动西北地区中医血液病医疗、教学、科研发展与进步。

李铁教授也分享了他的医院管理经验，并对庆阳市血液病重点专科建设提出

了建设性意见。见图片 1-2。 



 

图 1.开金龙主任汇报重点专科建设情况          图 2.专家讨论专科与区域中心建设情况 

2  开展学术交流 

甘肃省中医药学会血液病年会、甘肃省中西医结合学会血液病年会及国

家区域诊疗中心血液病学术论坛于 7月 9 日下午在歧伯故里甘肃省庆阳市召

开。会议采取线上线下结合方式，与会人员 300 余人。中华中医药学会血液

病分会甘肃省全体委员参加了会议，侯丽教授、李铁教授、开金龙主任医师、

周郁鸿教授、席亚明教授、杨同华教授六位专家精彩纷呈的围绕急性白血病、

出血性疾病、肿瘤化疗相关血小板减少、缺铁性贫血、多发性骨髓瘤、厥阴

病理论与临床实践等进行了学术交流。其中，侯丽教授、开金龙主任医师、

周郁鸿教授交流内容也是中华中医药学会血液病重点推广的“血液病优势病

种中医诊疗方案与路径”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华中医药学会血液病分会副主

任委员夏小军教授、董昌虎教授，常委申小惠主任医师、段赟主任医师等分

别主持会议，并有精彩点评。见图片 3-4。 

  

图 3.血液病分会领导参加庆阳学术会议          图 4.侯丽教授等在庆阳会议做专题报告 

3  秉承岐黄经典 

甘肃庆阳是中医祖鼻岐伯的故里，岐黄文化与医药的发源地。岐伯是中国

https://www.jianke.com/zypd/zywh/gjmy/


最富有声望的医学家。据《帝王世纪》记载：“(黄帝)又使岐伯尝味百草。典

医疗疾，今经方、本草、之书咸出焉”。宋代医学校勘学家，林亿等在《重广

补注黄帝内经素问·表》中强调：“求民之瘼。恤民之隐者，上主之深仁，在

昔黄帝之御极也。……乃与岐伯上穷天纪，下极地理、远取诸物，近取诸身，

更相问难，垂法以福万世，於是雷公之伦，授业传之，而《内经》作矣。”这

些记载充分体现了岐伯高深的医学修养以及他在“岐黄之术”中的重要地位。

作为炎黄子孙，中医后人敬仰岐伯精神，传承岐伯思想和实践岐伯医术对每

位中医人真是梦寐以求。7月 9 日上午陈信义教授一行来到了“岐黄中医药

文化博物馆”，瞻仰了中医鼻祖岐伯生平，参观了源远流长的中医药发展史以

及解放后中医药发展成就画廊。博物馆的每一幅画，每一段解说给我们留下

了难以忘怀的记忆。特别是解放后中医药发展史让我们历历在目，毛泽东主

席、周恩来总理对中医药一系列指示永远照耀我们前行。当今，以习近平总

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把中医药发展定为国策，更加激励我们要秉承岐黄之术，

探究岐黄之道，专研岐黄之理，守正创新、踏踏实实的为中医药事业发展与

振兴而努力工作。见图 5-8。 

  
图 5.岐黄中医文化博物馆大堂岐伯壁画            图 6.黄帝访岐伯场景艺术雕像 

  

图 7.岐黄中医文化博物馆的中医药成果展    图 8.岐黄中医文化博物馆的新中国中医药发展史 



4  传承红色基因 

当今，承红色基因，走红色之路，才能更好秉承岐黄之术，研究医药之

道。2021 年 7 月 10日我们一行来到了红色基因地带-甘肃省庆阳市南梁镇。

瞻仰了坐落于甘肃省庆阳市华池县南梁镇荔园堡村的“南梁革命纪念馆”。

大门左侧竖刻着陈云同志题写的"南梁革命纪念馆"馆名，大门里正对面是一

座高大的仿古牌坊，牌坊正中刻着中共中央原总书记胡耀邦题写的"南梁革命

纪念馆"七个大字。牌坊后面是南梁革命烈士纪念塔，碑座东西两壁及背面刻

着刘志丹、谢子长、王泰吉、杨森、杨琪等 608 位烈士的英名。南梁是原南

梁政府所在地，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曾在这里

战斗和生活过，1934-1935 年，他们在此建立了陕甘边区政府，为中国人民

的解放事业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南梁既是中国工农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

的终点，也是八路军奔赴抗日前线的出发点。在南梁除我们看到老一辈革命

家对建立红色政权的执着精神，更看到了 “面向群众、忠诚为民的奋斗精神”、

“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的南梁精神。陕甘革命根据地创建者最为

鲜明的特点就是与人民群众血肉相连、休戚与共。刘志丹参加革命后说，“我

要使全中国人民都过上好生活”，老百姓称其为“咱们老百姓的救命恩人啊！”。

1936年 4 月，刘志丹牺牲的噩耗传出后，陕北高原为之震动，红军战士、战

马都穿白戴孝，中阳县一时白布为之一空。谢子长被群众称颂为“谢青天”。

在革命斗争中他经常告诫部队的指战员，“我们共产党领导的部队，时刻不

能忘了老百姓，不论走到哪里，都要爱护他们，给他们办好事，这就是我们

革命的目的”。因此，老百姓认定举红旗的“老谢”队伍是为贫苦人打江山

的！谢子长临终前说：“就这样死了，我对不起老百姓！”、“我给他们做

的事太少了！”。习仲勋在革命生涯中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21岁

当选为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主席时，制定并实施了具有开创性、前瞻性的“十

大政策”，处处体现着一心为民的思想光芒。所以“群众信任他，把他看做

是自己人，当群众有疑难时，就说：找仲勋去”。习仲勋终其一生赤胆忠心

为人民谋福利，被毛泽东誉为“从群众中走出来的群众领袖” 。瞻仰南梁革

命根据地使我们感受到传承红色基因的重大意义和伟大使命，使我们深深懂

得新中国来之不易，是千百万革命烈士的鲜血换来的。我们一定要珍惜当下，

放眼未来、踏踏实实的做好各项工作，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添砖增瓦，

为振兴中医药事业而努力奋斗。见图片 9-12。 

https://baike.so.com/doc/5346515-5581962.html
https://baike.so.com/doc/5353849-5589313.html
https://baike.so.com/doc/714228-756086.html
https://baike.so.com/doc/5374338-5610360.html
https://baike.so.com/doc/5955825-6168768.html
https://baike.so.com/doc/5777695-5990474.html
https://baike.so.com/doc/5885353-7569344.html
https://baike.so.com/doc/10038244-10516265.html


 

图 9.部分专家托举党旗缅怀革命英烈             图 10.专家参观南梁革命纪念馆 

5  解决民众疾苦 

南梁精神就是一切为民。为民办实事是这次党建活动的重要内容之一。在

庆阳中医院有一位 14 岁女孩，两岁患血小板减少症，经多方医治无效，外周

血小板计数依然处于非安全水平。当开主任介绍病情后，陈信义教授、李铁

教授、侯丽教授亲临患者床前，详细询问病史，认真体格检查，咨询分析病

情，并给出了进一步诊治思路和诊疗方案，并建议主管医师加强心理引导，

帮助患者克服心理障碍，树立战胜疾病的信心。庆阳华池县南梁镇梁峁相连、

交通闭塞、干旱缺水，是甘肃省有名的贫困县和乡镇。虽然经全县之力攻坚

克难，全面实施巩固提升工程，于 2019 年脱贫，但医疗资源配置相对不足，

当地老百姓还存在着看病难的问题。陈信义教授一行来到南梁第一件事是与

南梁中心卫生院院长了解当地医疗条件，详细听取了院长对南梁地理位置、

气候条件、医疗布局以及当地医疗环境、医疗资源配置、医护状况等的介绍。

陈信义教授介绍中华中医药学会建设成绩、医疗下乡等任务。按照中华中医

药学会血液病分会党建计划，专家们在南梁中心卫生院开展了义诊活动，为

当地生活困难的患者提供了中医诊疗服务。当了解到有一位长期患难治性血

小板减少症患者，全国就医已经花费 20多万元，给家庭造成了巨大经济负担。

侯丽教授、李铁教授精心为这位患者设计了经济、简便的中医诊治方案，深

受患者与家属赞扬。当了解到南梁镇群众高发大关节病、腰腿疼、高血压、

类风湿关节炎等疾病时，陈信义教授根据多年从事临床医疗经验，建议医院

充分利用当地资源，发扬革命老区大无畏精神，努力克服医疗资源贫乏状况，

大力开展非药物疗法，并表示要尽力帮助医院完善非药物疗法诊疗体系和新

技术推广应用。见图片 13-16。 



 

图 13.专家们在南梁中心卫生院义诊              图 14.李铁教授为贫困患儿诊治疾病 

  

图 15.专家们为血小板减少症诊治             图 16.专家们讨论患儿病情与制定诊疗方案 

中华中医药学会血液病分会庆阳南梁党建活动虽然结束了，但南梁精神

给我们留下了永远的记忆，岐黄中医药文化博物馆给我们留下珍贵的研究史

料，当地民众朴实无华的民风值得我们永远学习。我们为中医药事业要做的

事很多，前进的路任重而道远。 

                                        

 

  开金龙、侯丽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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