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醫學生在醫院學習 「望聞問切」 ，獲帶教老師 「手把手」 指導。
受訪者供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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歸國青年學者：祖國是最好平台
【大公報訊】記者敖敏輝廣州報

道：5月18日，習近平總書記給南京大
學的留學歸國青年學者回信，對他們
寄予殷切期望。21日，在 「我和祖國
有個約會」 留學歸國青年故事分享會
上，多位在大灣區工作的歸國
青年學者分享個人經歷。他們
表示，祖國就是最好的平台，
讓他們可以心無旁騖地開展創
造性工作，推動更多成果落
地。

廣州醫科大學附屬第三醫
院再生醫學與3D打印技術轉化
研究中心主任張智勇在廈門大
學和新加坡國立大學完成學業

後，先後在新加坡、上海等地科研機
構工作，研究成果卓著。後來他放棄
千萬元科研經費和評正高職稱的機
會，來到大灣區工作，去年獲得國家
科技進步一等獎。他表示，中國與西

方在再生醫學處於同一起跑線， 「接
下來的10年，我希望通過大家共同努
力，讓再生醫學成為一種重要的治療
手段。」

廣東省科學院微生物研究所、華
南應用微生物國家重點實驗室
主任助理、博士生導師、研究
員謝黎煒曾留美學習工作10
年，2017年毅然歸國。圍繞腸
道微生態與人體健康，他和團
隊取得多項開創性成果。 「過
去五年我的很多學生已經在學
術界、公共衞生以及企業就
職，也有一部分青年學生求學
海外。」 謝黎煒說。

滬今起恢復273條公交線運營
【大公報訊】據澎湃新聞報道：5

月21日，上海市召開疫情防控工作新聞
發布會，對城市公共交通系統恢復運營
的準備情況做了相關介紹。上海久事公
交集團副總經理陸海衛表示，根據市交
通委的統一部署，久事集團下屬久事公
交將分兩個階段，有序、安全、穩妥地
推進城市地面公交系統的恢復。第一階
段擬從22日起，全市優先恢復273條線
路運營，其中久事公交恢復111條跨區
公交線路的營運，重點連接部分機場、
火車站、軌交地鐵和中心城區三甲醫院
等，以滿足市民基本出行需求。

陸海衛介紹，第一階段恢復的跨區
公交中，連接機場、火車站的始發線路

有13條，虹橋樞紐線路班次間隔不大於
90分鐘、其他線路班次間隔不大於60
分鐘；與軌道交通配套線路有14條，班
次間隔不大於30分鐘；途經醫院的線路
有84條，班次間隔不大於40分鐘。第
二階段，將根據市交通委具體部署，結
合實際營運後的客流情況、疫情防控情
況等，視情對確實存在需求的路線逐步
加密班次間隔，方便市民出行。

此外，上海申通地鐵集團副總裁邵
偉中表示，5月22日開始，上海軌道交
通3號線、6號線、10號線、16號線將
恢復運營，運營時間安排為早上7點到
晚上20點，行車間隔約為20分鐘左
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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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醫學生在內地院校可以兼學西醫。
圖為學生在實習現場。 受訪者供圖

熟悉三地課程 跨境實習優勢
「通過共享課程，

可提早熟悉三地課程內
容的異同，加上跨境臨
床實習經歷，畢業後不

論在香港還是廣東就業都有利。」 中
醫港生梁同學告訴記者，近
年越來越多的廣東公立醫院
崗位向港澳畢業生開放，而
灣區城市也陸續出台港澳醫
師備案即可便利執業，對於
港澳醫生是一大吸引力。據
廣州中醫藥大學數據，在該
校讀中醫的港生畢業後留在
珠三角就業人數近年增加。

在內地求學的港澳中醫
學生畢業後除了返回港澳地
區就業、開診所外，近年留
在內地工作的人數逐漸增
多，包括在廣東醫院當醫

生。近年廣東省事業單位已逐步向港
澳應屆畢業生開放，僅去年珠三角9市
便有超過9000個職位可報考，醫生等
熱門崗位備受歡迎。廣東省人力資源
和社會保障廳有關負責人表示，公立

醫院的醫生崗位開放報考，這讓到廣
東讀醫的港生多了 「大展拳腳」 的渠
道，也讓他們更有目標和動力。而無
論是北上讀醫還是通過 「共享課程」
學習，這些都可成為港生拓寬未來發

展空間的優勢。
「粵港澳三地都崇尚中

醫，不少粵人日常都以中醫
養生原理去煲湯等調理身
體，也會在發現亞健康時到
中醫院或理療館做推拿、針
灸等。」 在廣州讀中醫的港
生盧同學說，廣東乃至內地
的醫療市場很大，她看好中
醫行業發展前景，畢業後會
爭取都考取內地和香港的執
業資格證，如此在灣區的就
業空間就更大。

大公報記者 方俊明
▲學習中醫的港生在內地能獲得大量實踐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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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2月
•《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
要》支持橫琴粵澳合作中醫藥
科技產業園等重大創新載體建
設；支持澳門、香港與內地科
研機構共同建立國際認可的中
醫藥產品質量標準，推進中醫
藥標準化、國際化。

2020年10月
•國家中醫藥管理局、粵港澳大
灣區建設領導小組辦公室、廣
東省政府印發《粵港澳大灣區
中 醫 藥 高 地 建 設 方 案
（2020-2025年）》，成為構
建粵港澳中醫藥發展的頂層設
計、路線圖和綱領性文件。

2021年10月
•《廣東省中醫藥條例》實施，支
持成立粵港澳大灣區中醫醫療聯
合體和中醫醫院集群，深化中醫
藥科技創新合作，建立中醫藥人
才協同培養創新機制，支持三地
傳統藥物互認和共建產品標準
化、國際化建設。

2022年3月
•國務院《 「十四五」 中醫藥發展規劃》要求
深化中醫藥院校教育改革，強化中醫藥特色
人才隊伍建設；建設高水平中醫藥傳承保護
與創新科技體系。加強與港澳台地區的中醫
藥交流合作；開展中醫藥海外市場政策研
究，助力中醫藥企業 「走出去」 。

大公報記者方俊明整理

共享課程部分科目
《傷寒論》選讀

課程提供：香港中文大學中醫
學院

《傷寒論》針對傷寒病創
立了六經辨證論治理論體系，
確立了中醫臨床發展的基本方
向。本課程通過選讀《傷寒
論》原文，使學生們能更好地
理解和掌握中醫辨證論治的精
髓和重要意義。聯盟平台將以
線上模式向中醫本科二、三年
級學生推出。

《中醫基礎理論》
課程提供：廣州中醫藥大學基
礎醫學院中醫基礎學系

此次面向低年級本科生推
出初階課程《精講精學中醫基
礎理論》，可選擇線上或線上
線下混合教學。面向高年級實
習學生推出中階課程《實習期
中醫理論提高班》，旨在以醫
理重新提挈中醫學各課程知
識，構建臨床實踐中的立體知
識結構。

《中醫診斷學》
課程提供：廣州中醫藥大學基
礎醫學院中醫診斷學系

通過初階學習，使學生掌
握四診的基本技能和基本知
識，八綱以及病因、氣血津液
和臟腑辨證的基本內容。通過
讀經典、做臨床、跟名師，提
高學生的臨床能力。通過專題
討論、項目制，深化已學的理
論知識，注重實踐技能。

《中醫各家學說》
課程提供：廣州中醫藥大學基
礎醫學院中醫醫史文獻學系

內容包括醫學流派、歷代
各家學說和近現代名中醫醫案
導讀。通過在線學習+線下培
訓+實習考察，在繼承歷代學說
的基礎上，重點引導學生探索
前人辨證立方的技巧，將中醫
思維養成與臨床能力發展相融
合，注重經典傳承能力和臨床
實踐能力提升。

大公報記者方俊明整理

港中大擬增設中醫疫病課程
【大公報訊】記者方俊明、葉心弦

報道：香港中文大學中醫學院院長梁挺
雄21日在 「粵港澳高校中醫藥基礎課程
教育聯盟」 啟動大會暨中醫藥基礎教育
發展論壇上視頻表示，香港中文大學通
力合作發展中醫，包括香港學生到廣州
中醫藥大學附屬中醫院臨床實習。在新
冠疫情下，中醫學生發現中醫藥治療重
症、急症發揮較好作用，香港中文大學
中醫學院也擬增設中醫疫病課程。

梁挺雄表示，香港中文大學中醫學
院目前課程特色是堅持傳統中醫理念，
培育高水平中醫師，理論與實踐結合，
進行 「早臨床、多臨床」 的課程安排。
首年學生須於內地中醫院及中醫專科診
所進行臨床實習；在後半年，學生在內
地或香港本地選擇個別專科進行臨床實
習，實習地點涵蓋廣州中醫藥大學第
一、第二附屬醫院，深圳市中醫院、香
港的中醫診所、本校中醫教學診所。

去年取得廣州中醫藥大學中醫學士

學位的港生李嘉淳也極力推薦有志從事
中醫的港生到灣區高校升讀中醫課程。
他說，內地學校開辦中醫課程比香港更
久遠，有豐富的教學經驗，而且內地中
醫院眾多，學生能有更多機會去實習鍛
煉。另外，他說，自己在廣中醫讀中醫
時，還會同時兼學西醫， 「香港學少很
多西醫知識，在內地的中醫學生還可以
參與去做西醫手術。」

「粵港澳大灣區作為全世界範圍
內中醫藥學科人才培養和科研水平位
居前列的區域，對中醫藥走向世界具
有很強的引領示範作用。」 廣州中醫
藥大學校長王偉在啟動大會上致辭
說，為進一步提高大灣區中醫藥人才
培養質量， 「粵港澳高校中醫藥基礎
課程教育聯盟」 以 「課程共享、學生
共學、教師互派、學分互認」 為目
標，擬通過建設混合式開放課程平
台，促進灣區內優質中醫基礎課程教
學資源共享，構建灣區高等中醫藥教
學新生態。

香港中文大學校長段崇智視頻致
辭表示，該校中醫學院開辦各種中醫
藥專業課程，提供專業中醫臨床服
務，和發展臨床教學及研究的基地。
因應新冠疫情，該學院特別成立中醫
治療新冠專組，為市民提供中醫遙距
診症服務。他期待該聯盟可加強粵港
澳三地在中醫藥領域的協作，為大灣
區中醫藥人才培養作出貢獻。

港生：擴闊視野 提升學習能力
據了解，該聯盟課程擬包括廣州

中醫藥大學的《中醫診斷學》、《內
經》以及香港中文大學的《傷寒論》
等一系列課程。香港中文大學中醫學

院教授姜元安表示，《傷寒論》選讀
是該學院本科課程中的必修課，在該
聯盟平台上將以線上模式向中醫本科
二、三年級學生推出。

共建工作室 攻堅腫瘤學
就讀於廣州中醫藥大學的港生盧

同學表示，通過中醫藥基礎課程教育
聯盟，可以同時多方面學習粵港澳三
地高校的課程，優勢互補，有助於提
升學習的視野與能力，也便於今後灣
區執業。在港學習中醫的港生吳同學
稱，除了香港學校課程，有機會學習
內地知名中醫藥大學的課程， 「是很
寶貴的學習機會」 ， 「我對《內經》
課程比較感興趣，而且分了初階和中
階，可提升中醫臨床思維方式與臨床
能力」 。

國醫大師、廣州中醫藥大學腫瘤
研究所所長周岱翰指出， 「當前癌症
是影響灣區民眾健康的最大威脅。」
據香港癌症資料統計中心關於全港癌
症數據顯示，癌症是香港的 「頭號殺
手」 ，僅2019年便有超1.48萬人因癌
症離世，佔香港整體死亡人數逾
30%。周岱翰透露，廣州中醫藥大學
腫瘤研究所已與香港中文大學中醫學
院合作，建立 「國醫大師周岱翰香港
中文大學傳承工作室」 ，在大灣區中
醫腫瘤學教育作出新的創新與探討。

同時，該研究所也已協作香港中
文大學中醫學院開展 「中醫癌症專業
培訓計劃」 ，於去年開展中醫癌症治
療專業文憑課程，為港澳地區培養中
醫治療癌症臨床專科人才，深受業內
醫生的歡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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