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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黎佳 通
讯员 覃日欢）9月 6日至 8
日 ，由 广 西 国 际 壮 医 医
院、全国名中医黄汉儒工
作室联合广西忻城县中
医医院、《民族医药报》编
辑部、九三学社来宾市委
员会举办的“全国名中医
黄汉儒学术思想传承暨
壮医皮肤病诊疗技法推
广培训班”在广西忻城县
召开。全国名中医、壮医
药学术理论奠基者黄汉
儒教授到场指导，来自广
西、云南等区内外知名中
医 、民 族 医 专 家 现 场 授
课，分享中医药民族医药
诊疗经验。

培训：传承思想，创新
发展

开班仪式上，黄汉儒
在致辞中表达了在家乡忻
城县举办培训班的喜悦之
情。他回顾了壮医药近40
年的发展历程，表示壮医
药的发展离不开政府和社
会各界的支持。如今，壮
医药迎来了新的发展机
遇，他鼓励大家共同努力，

为壮医药的发展创造新的
辉煌。

授 课 环 节 ，来 自 广
西 、云 南 等 区 内 外 的 15
位民族医药专家学者，传
经送宝，分享最新的研究
成果和治疗经验，展示了
中医药民族医药在治疗
皮肤病领域的独特优势
与潜力，并围绕中医民族
医现代化发展的挑战和
机遇，提出了新的思路和
方法。

广西各市县医院、乡
镇卫生院、个体诊所的医
务工作者、民族医药爱好
者近200人参加培训。

义诊：情系民众，健康
惠民

培训班期间，由广西
国际壮医医院和忻城县中
医医院组成的专家团队在
忻城县中心广场开展了惠
民义诊活动，为当地群众
提供免费诊疗服务。

“听说南宁的专家来

了，我赶紧过来看看，我的
膝盖疼了很久了。”“我一
直胸闷，睡不好，这次正好
请专家看看……”义诊现
场人头攒动，专家们耐心
地询问病情、检查身体、开
处方、讲解健康知识、提醒
注意事项。

特 色 治 疗 区 的 医 务
人员也同样忙碌。壮医
药 物 竹 罐 、壮 医 药 线 点
灸、壮医穴位贴敷、壮医
针挑、壮医熨烫、瑶医火

攻、瑶医药棍等民族医技
法受到群众欢迎。患者
纷纷表示，接受治疗后能
感受到身体有明显的舒
缓和恢复，对这些传统疗
法交口称赞，甚至“现场
摇人”，呼唤亲朋好友赶
紧过来治疗和体验。

在义诊现场，除了提
供专业的医疗服务外，还
发放了 300 多份《民族医
药报》，向群众传递健康知
识，助力中医药文化在基

层的传播。
回乡：壮医回家，情暖

故土
9月 7日下午，黄汉儒

携家人回到了他的故乡
——忻城县遂意村。作
为壮医药领域的杰出代
表，黄汉儒始终致力于壮
医药文化的传承与发扬。
这次回乡义诊，不仅是对
故乡深情的回馈，更是对

“大医精诚”精神的深刻
体现。

听闻黄汉儒回乡，下
雨天也挡不住村民们的热
情，他们早早在诊桌前排
起了队。黄汉儒温和而专
注地为村民把脉、诊断，用
乡音回答群众的疑问，使
村民们倍感亲切。

看 到 父 老 乡 亲 热 情
地前来“捧场”，黄汉儒非
常感动，尤其是看到壮医
药在家乡得到传承和发
展，更是感到无比欣慰。
同时，他深知责任重大，
希望能够继续推动壮医
药在基层的发展，为家乡
的医疗事业贡献力量。

传承黄汉儒学术思想 聚焦皮肤病民族医诊疗
——全国名中医黄汉儒学术思想传承暨壮医皮肤病诊疗技法推广培训班举行

培训班现场 黎佳 摄黄汉儒为家乡群众义诊

本报南丹讯 9月6日，由商务部主办、
广西国际商务职业技术学院承办的“老挝
基层儿科诊治能力提升研修班”31 名学
员，到南丹县中医医院参观考察。

研修班以“少数民族地区民族医药在
儿科中的推广应用与实践”为主题，学员

们重点考察了南丹县中医医院
的治未病科及儿科，医务人员
为学员展示了滚蛋疗法及吸痧
走罐疗法，此法多用于小儿感
冒、发热等常见疾病的治疗。
展示过程中，学员们对疗法表
示出极大的学习热情，纷纷“跃
跃欲试”。

参观及实操结束后，医院
通过视频展示的方式向学员介
绍展示了儿科开展的中医药适
宜技术和中药方剂，学员们现
场学习了香囊的制作并品尝。

本次考察的学员主要为老
挝各级医院管理人员及专业技术人员，对
于中医民族医的神奇功效，他们给出了高
度的评价，表示在今后的诊疗工作中要积
极应用新技术，并提出下一步长期合作中
医适宜技术学习的意向。

（通讯员 柏丽琼 文/图）

民族医治疗儿童常见疾病获老挝学员点赞

医务人员向老挝学员展示滚蛋疗法

本报拉萨讯（记者吴小红）9月6
日至7日，西藏自治区藏医院在拉萨
组织召开了2024年度全国藏医药浴
学术研讨会。来自西藏、青海、四
川、甘肃、云南、北京、广西等地的
241名专家学者参会。

西藏自治区藏医院党委副书
记、院长次仁在开幕式上讲话强调，
藏医药浴作为人类非物质文化遗
产，全体藏医药工作者有义务和责
任积极推进“藏药浴法”五年保护计
划的实施和藏药浴的传承创新发
展，要进一步加快藏药浴标准研制
发布、药材资源保护、临床疗效研
究，共同推动藏医药浴传承保护工
作全面发展。

本次学术会邀请占堆、旺堆

两位国医大师、旦松扎巴全国名中
医和全国名藏医、国家级藏医药浴
非遗传承人明珠进行大会主题讲
座。国家级非遗传承人明珠、西藏
自治区藏医院外治科主任卓玛、副
主任次仁桑珠，以及青海省藏医
院、甘肃中医药大学藏医学院、成
都中医药大学、日喀则市藏医院、
林周县藏医院的专家围绕藏医药浴
传承历史、临床技法、药材资源分
布、咔擦药应用等方面进行专题讲
座。

据介绍，此次研讨会旨在进一
步推进实施履约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人类非遗“藏医 药浴法”五年保护
计划，更好地传承保护人类非物质
文化遗产。

2024年度全国藏医药浴
学术研讨会在拉萨成功举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