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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时记者帮

这里是“道承岐黄、药香萦绕”的和

美校园，这里是“求本远志、逐梦杏林”

的理想学府，这里就是浙江中医药大

学。

保俶萌芽、庆春成长、跨江发展、富

春开壤，走过 60 多年峥嵘岁月，学校正

在谱写时代新章：今年3月，浙江省政府

办公厅印发《关于支持浙江中医药大学

建设一流中医药大学的若干意见》，通

过实施一流学科建设、一流人才培养、

一流科研推进、一流师资引育、一流附

院打造、一流设施提升、一流对外交流、

一流党建统领组成的“八个一流”工程，

推动该校加快进入全国中医药高等教

育第一方阵。

锚定建设一流中医药大学目标任

务，未来在教育教学改革上有何创新举

措？在浙江省建设中医药强省和高质

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进程中，学

校如何做到特色鲜明、守正创新，发挥

主力军作用？浙江中医药大学校长陈

忠开出了一付四字药方：“和合”思想。

2021 年 6 月，一则题为《小吕和小武，你

俩出息了！》的新闻被新华社、人民日报、央视

新闻等媒体争相报道，瞬间刷爆网络，新闻讲

述了浙江中医药大学两位毕业班学生吕易津

和武天一，运用课堂所学急救知识和技能成

功挽救一位因触电而生命垂危的电工师傅的

感人故事。

陈忠校长认为，这两位同学的救人之举，

充分体现了学校培养学生专业能力与品德素

养“和合”发展的育人成效。“高校肩负着培养

信念坚定、品格高尚、本领过硬、勇于创新创

造的新时代青年的责任。经过努力，我们学

生整体的综合素养不断得到提高。”

生动的案例和翔实的数据，举不胜举。

比如，22 支学生团队获评全国、省重点

团队或受团中央表彰。抗击新冠肺炎疫情

中，优秀毕业生杨珺超等15位医护工作者和

457名学生志愿者被誉为“最美逆行者”。疫

情期间，中医学专业毕业生参与研制防疫汤

剂、中药香囊、正气糕、中药茶饮等，为战胜疫

情贡献中医力量。

比如，该校中医学专业的执业医师资格

考试通过率 2018-2021 年连续四年居全国

第一；学校师生在第十届全国大学生医学技

术技能大赛中医学专业赛道预选赛获特等

奖、总决赛中获金奖，还在全国《黄帝内经》知

识大赛获得总冠军；“群师带群徒”的“见习医

师制”等师承教育模式曾多次在全国中医药

教育大会上作经验交流。

再比如，2021 年，浙中医大在全国医药

类本科院校大学生竞赛排行（TOP20）中位

列第 2，在全国中医药院校中排名第 1；近 5

年，学生获国家级学科竞赛奖项 72 项，主持

国家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 343 项，

本科生发表高质量论文 208 篇，获国家发明

专利7项。

面对近年来不断涌现的好人好事、优秀

荣誉，陈忠认为，“和合”思想的灵活应用正初

显成效，“在职业素养培养中，注重‘大医精

诚’‘药者丹心’精神锻造；在课程设置中注重

‘理论与实践的有机结合’；在创新能力培养

上，注重提升‘学科交叉’科研创新能力。学校

巧用‘和合’思想的‘协同’理念，对学生多元化

培养，实现知识传授与精神锻造的‘和合’，达

成立德树人的教育初心。”

心纯致药淳，胸阔济苍生。在这所校园

里，每一株中草药背后都有着一个鲜活的故

事，20000 余名在校生正在潜移默化中传岐

黄精髓、颂中医国粹。

﹃
和合

﹄
修德

让教育有温度

《荀子·天论》中讲“天地合而万物生，阴阳接

而变化起，性伪合而天下治”。作为一种哲学思

想，浙中医大为何会想到将“和合”思想运用到育

人中呢？

陈忠介绍说，在浙江中医药大学建校50周年

时，习近平总书记曾对学校提出“解放思想，开拓

创新，培养德才兼备高素质人才”的办学要求，学

校经过解放思想，将具有古代哲学思想的“和合”

理念应用到现代中医药院校教育教学改革。

据悉，“和合”思想是中国儒家、道家、墨家、阴

阳家等文化流派相互碰撞、互相渗透、彼此融合而

形成的文化产物，代表了独具东方智慧的哲学思

维方式，强调“贵和尚中、善解能容、厚德载物、和

而不同”。而中医学的起源与发展深受中国古代

哲学思想的影响，其中“和合”思想对中医学发展

的影响尤为深刻，“群经之首”《周易》中即包含有

丰富的“和合”思想内容，《黄帝内经》则是中医学

“和合”思想的源头，其阴阳和谐观对现今构建和

谐社会仍具有借鉴意义。

重构课程体系、整合实践创新平台、动态管理

教育教学质量⋯⋯走进浙江中医药大学的教学楼、

实训室，以及滨文校区的中医药文化长廊，富春校

区的百草园，“和合”理念的灵活运用随处可见。

一名中医学专业新生，从迈进浙中医大校门

开始，他的大学五年应该是这样度过的：大一年级

拜访名医名师传承见习；大二、大三年级实行“群

师带群徒”制度，根植中医药思维；大四、大五年级

专科师承提升临证能力。平日里，他还可以依托

虚拟教研室与微专业数字共享平台，与澳门大学

中华医药研究院等多家科研院校共享课程、同步

课堂。他还能前往学校合作医院、企业共建的产

业学院及校外基地、学校牵头组建的“长三角”中

药教育联盟等平台尝试实践创新。

运用“和合”思想的“动态”理念，浙中医大在

师生管理上也很有新意。该校将学生分为“力有

未逮、授纳相宜、学有余力”三种类型，根据不同类

别因材施教。教学质量评价则注重体系构建，课

堂督导三维度、课程评价四方面、专业评价比一

流，持续优化“评价-反馈-改进-复评”质控环，

建立“专项回头看”机制。

另外，以“和合”思想“和谐共生”为指导，基于

中医学、中西医结合临床、临床医学等国家级一流

本科专业的雄厚基础，浙中医大采用“衷中参西、

不泥流派、中西互用、和合互补”的教学理念，改革

重点体现在跨学科交叉的课程体系建设方面，已

经跨学科设置大数据与人工智能、生物科学等 5

个新医科课程模块，培养更多优秀的中西医人

才。陈忠透露，下一步，浙江中医药大学打算积极

探索9年本硕博连读中西医结合人才的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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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教育有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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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初，浙江被赋予“高质量发展建

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新使命。回答时代之

问是一流大学崛起的普遍规律，浙中医大将

如何贡献力量？

陈忠告诉记者，学校制定了《浙江中医

药大学助力山区 26 县高质量发展行动计划

（2022-2025）》，该方案的出台进一步推动了

中医药助力山区 26 县高质量发展，引导全

校教职员工积极参与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

提升学校对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参与度和

贡献度。

为服务山区 26 县中医药产业需要，发

挥学校中药等学科优势，2022 年 5 月 18 日

下午，学校在富春校区图书馆报告厅举办了

“中医药助力山区 26 县高质量发展论坛”第

二场——中药资源利用与开发专场。药学

院还专门制定了服务山区 26 县的“同心本

草”助共富行动方案。

前期，浙江中医药大学也积极探索，妙用

“和合”理念服务乡村振兴，以安吉为试点，将

院校教育与本土师承有机融合。构建政医教

协同，县乡村联动的村医人才培养共同体，创

新“高校主导、行业指导、政府参与”协同育人

机制；通过“中医师承”方式，为非医学学历背

景人员取得执业资格提供成才通道；以岗位

胜任力为导向，确立“能中会西”“助理执业医

生”“全科诊疗能力”的人才培养基本标准；通

过多元协同，成功破解村医匮乏的难题，走出

了一条具有浙江特色的新路子。

“从‘和合’思想中汲取精神力量，增强

办学治校本领，提升服务社会能力，加快建

设一流中医药大学！”陈忠表示，浙江是探索

实现共同富裕道路的“探路者”，作为一所扎

根浙江大地办教育的高校，浙江中医药大学

一直和浙江共发展。无论是在实验室探寻

生命的奥秘，还是在乡间田头服务民众福

祉，在平凡岗位开出一张张中药方，面对疫

情、灾害以及无数日常，每一位浙中医大人，

都肩负着报效家国的责任，也将用一生书写

好时代答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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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教育有效度

本报专访浙江中医药大学校长陈忠：

巧用“和合”思想
培育时代新人

本报记者 陈素萍 通讯员 朱乔青 金鑫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