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杏林华章杏林华章 弦歌不辍弦歌不辍
——写在江西中医药大学建校65周年之际

张安然 张卫平 杨清跃

江西，是中医药的重要发祥之地

和昌盛之地。这里，诞生了“杏林春

暖”的千古佳话，创造了“一医两帮”的

医药传奇。优秀而又独特的文化底蕴

和精神特质，为江西中医药教育事业

发展厚植了丰沃土壤。

1959 年 ，经 江 西 省 委 同 意 并 经

江 西 省 人 民 委 员 会 研 究 决 定 ，将

江西中医专科学校改为江西中医学

院，江西中医本科教育由此开启。65

年来，一代又一代“江中医人”筚路蓝

缕、薪火相传、继往开来、创新创造，

不断展现“江中医”新气派，铸就“江

中医”新辉煌。今天的江西中医药大

学，已发展成一所以中医药教育为主

体、多学科协调发展、产学研用结合

特色鲜明的高等中医药院校，在推进

新时代“双一流”建设征程中笃行不

怠、砥砺前行。

党建引领
红土地上“满天星”
参天之木，必有其根；怀山之水，必有其

源。党建和思政工作为学校高质量发展注

入源头活水。

教育是国之大计、党之大计。学校始终

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为指导，以党建引领为“根”，以思政教育为

“魂”，不断完善十大育人体系，推动“三全育

人”工作落实落细，以高质量党建与思政工

作引领学校各项事业高质量发展，为促进中

医药传承创新发展添砖加瓦。

构建“党建思政+”工作模式。学校党委

牢固树立抓党建就是抓发展、抓思政就是抓

教育的理念，紧紧抓住党建引领、思政赋能

核心要点，围绕中心工作、重点任务、群众需

求，坚持整体观念、辨证论治，定期召开党建

与思政工作例会、全面从严治党工作会议

等 ，引领推动学校各部门各单位打好组合

拳，发挥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将党

建与思政工作贯穿教书育人、科研创新、学

科建设、服务社会等全过程。

以“双融双育”培养时代新人。学校党

委坚持把“双融双育”与“双线双督”有机结

合，通过党建与思政的“双炬共擎”，党委、

行政的“双线双督”，努力培养更多让

党放心、爱国奉献、担当民族复

兴 重 任 的 时 代 新 人 。 开 展

先进典型选树活动，举

办“师德标兵”评

选、“知行合一”师德专题培训

班等活动，引导广大党员干

部 和 教 师 向 身 边 的“ 大 先

生 ”学 习 。 积 极 推 进 党 建

示范创建和质量创优，药

学 院 教 工 第 二 党 支 部 入

选首批“全国党建工作样

板支部”，两届支部书记

分 别 获 评 新 时 代 赣 鄱 先

锋“一心为民好支书”、江

西 普 通 高 校 金 牌 青 年 教

师。搭建党员干部联系学

生、服务学生的平台，帮助

学生提高思想水平、政治觉

悟、道德品质和文化素养，学校

涌现热心救人的史洁、黄晓霞、高

姚 等 一 批 传 递 青 春 正 能 量 的“ 江 中

医”好青年。

特色品牌点亮“满天星”。学校党委将

党建与思政工作和产学研用结合办学特色有

机融合，精心打造“红土地上‘满天星’”品

牌。各二级单位党组织打造“红色杏林”“赣

药先锋”“艾溪湖畔的蒲公英”等系列品牌，

形成“一院一品”党建与思政品牌矩阵。“红

色杏林”专家义诊服务队获评 2023 年度全国

党建引领公立医院高质量发展优秀典型案

例，《大中小学一体化中医药文化育人模式

的构建与实践》获批教育部 2022 高校思政工

作精品项目，“晨曦大爱、护佑健康”青心护

桑榆项目获第六届中国青年志愿服务项目

大赛银奖，“心灵乐梦团”志愿服务队获授全

省学雷锋活动示范点。

立德树人
弦歌不辍育人才

“惟学 惟人 求强 求精”的校训高度凝

练了一代代“江中医人”为之奋斗的价值追

求。践行校训精神 ，在办好人民满意的教

育、奋进“双一流”的征程中，“江中医人”开

辟了中医药高等教育的广阔天地，激发江西

中医药人才创新创造“新活力”。

矢志改革，守正创新。学校始终致力于

教育教学改革，先后创办“双惟”实践班等一

系列教育教学改革实践班，先后以第一完成

单位获得国家级教学成果一等奖 1 项、二等

奖 4 项 ，学 校 连 续 四 届 获 国 家 级 教 学 成 果

奖。其中，“双惟模式”实践成果获国家级教

学成果奖一等奖，实现省内本科高校该奖项

零的突破。学校坚持探索高层次中医临床

人才培养模式，创办岐黄国医书院，探索打

通中医教育现代“院校制”和传统“师承制”，

明确“潜明合予”教育理念，构建起院校式、

师承式、书院式“三式融通”的培养模式，该

成果荣获 2022 年高等教育（研究生）国家级

教学成果奖二等奖。

育人为本，德育为先。学校坚持“五育”并

举，全面推进“三全育人”，聚焦师德师风、医德

医风、教学教风，创造性打出“师德标兵”“教学

标兵”“传帮带工程”等一系列组合拳，推动尊

师重教、大医精诚，崇德尚学、风清气正的大学

文化的培育。培育“国医大师”“全国名中医”

“全国教书育人楷模”“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

国优秀教师”等一批为学、为事、为人的“大先

生”。涌现一大批“全国向上向善好青年”“全

国优秀共青团员”“中国大学生自强之星”等优

秀学生代表，德育文化蔚然成风、花繁果硕。

特色赋能，争创一流。学校坚持以一流

学科建设为引领，扎实推进学科建设，学科

竞争力显著提升。现有中医学、中药学等博

士一级学科学位授权点 2 个、中医博士专业

学位类别 1 个，硕士一级学科学位授权点 6

个、硕士专业学位类别 6 个，江西省一流学科

3 个，国家中医药管理局重点学科 18 个。中

药学、中医学、中西医结合、药学 4 个学科上

榜“2023 软科中国最好学科”，上榜数在全国

中医药院校中排名第二。临床医学进入 ESI

全球前 1%，药理学与毒理学进入 ESI 全球前

5‰。创新性地提出学科特区建设举措，推

动中药固体制剂制造技术国家工程研究中

心建设中药学（新药创制方向）特区。

内涵驱动，融合发展。学校坚持“重特

色、优分类、促融合”专业建设思路，获批 6 个

国家级一流专业建设点、15 个省级一流专业

建设点、12 个国家中医药管理局重点专科

（专病）、7 个中医临床重点专科。着力打造

一流本科课程，12 门课程获国家级一流课

程，73 门课程获省级一流课程。坚持以全国

优秀教材为引领、以行业规划教材建设为重

点，着力打造高水平精品教材，3 本副主编

教材获首届全国优秀教材奖，7 本主编教材

获省优秀教材奖。完善教师教学评教制度，

实现由“评教”向“评学”转变；建立教师教学

评价反馈闭环机制，形成“收集—分析—评

价—反馈—改进—再反馈—再提高”的闭环

管理模式，持续提升教学质量。

筑巢引凤，人才强校。学校坚持引育并

举、立德为先，持续健全高层次人才队伍建

设机制，着力培养“经师”和“人师”相统一的

“大先生”，先后引进一批全国和行业领军人

才，国家级人才项目实现突破，高层次人才

不断涌现。人才团队入选“第六届全国专业

技术人才先进集体”、第三批“全国高校黄大

年式教师团队”，学校入选教育部第二批人

工智能助推教师队伍建设试点高校。积极

开展人才培育工程，实施“1050 青年人才工

程”、青年教师博士化工程、教师访学研修

“扬帆计划”，促进青年人才脱颖而出。

自强不息
砥砺深耕攀高峰

围绕教育强国建设目标要求，学校坚持

教育、科技、人才“三位一体”统筹推进，聚焦

国家重大战略需求和中医药振兴发展内在

需要，积聚力量推进中医药原创性、引领性

科技攻关，探索形成“重大项目为引领、科研

平台为支撑、创新团队为依托、成果转化与

应用为标尺”多元一体服务江西中医药产业

高质量发展新途径，推动形成新质生产力，

助力地方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项目带动，科技项目取得突破。围绕中

医药传承创新发展面临的问题和挑战，学校

积极组织开展科技攻关。近 5 年来，学校共

获得各级各类科研项目 2700 余项，获得科研

经费超 4.6 亿元，其中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

目 230 项。牵头 6 项国家重大专项项目，分

别在中药资源保护与开发利用、中药大品种

研究与开发、中药炮制技术传承与创新、民

族药传承与利用、食药两用物质研究与安全

评价、中药创新方法研究与产业化示范等领

域取得丰硕研究成果，2 项国家重点研发计

划项目在科技部组织的项目综合绩效评价

中获评为“优秀”。牵头 2 项江西省科技重大

专项项目，在促进我省疫情防控、热敏灸产

业发展等方面提供科技支撑。

需求牵引，科技创新成果斐然。学校聚

焦国家战略需求，走好科技自立自强之路。

近年来，获省部级以上奖励 70 余项，以第一

完成单位获得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二等奖 2

项、省部级一等奖 11 项。其中，“热敏灸技术

的创立及推广应用”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

二等奖，填补了江西医学领域空白；“中药制

造现代化——固体制剂产业化关键技术研

究及应用”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二等奖，

实现江西药类该奖项零的突破。研发的“白

头翁皂苷提取物和白头翁皂苷提取物注射

液”获批国家二类新兽药，标志着江西兽药

研究取得重大突破。主导制定的 2 项中医药

国 际 标 准 由 国 际 标 准 化 组 织（ISO）批 准 发

布，是标准化工作的重要成果。

平台支撑，为高质量发展蓄势赋能。学

校现拥有 4个国家级科研平台和 59个省部级

以上科研平台。近 5年来，学校新增省部级以

上科研平台 24 个，推动中药固体制剂制造技

术国家工程研究中心纳入国家发改委工程研

究中心新序列管理，推动创新药物与高效节

能降耗制药设备国家重点实验室重组为经典

名方现代中药创制全国重点实验室，牵头成

立中国医学——食疗整合联盟、江西省中医

药产业科技创新联合体、江西省葛产业技术

创新战略联盟等协同创新平台，全力为中医

药事业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知行合一
奋楫笃行向一流

学校始终扎根赣鄱大地，主动服务经济

社会发展主战场，坚持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

上，树牢“产学研用结合办学”特色旗帜，打

造服务健康中国和中医药强省的新动能。

创新驱动，产学研用“金字招牌”不断擦

亮。学校创建并发展了国家级高新技术企

业——江中集团，累计为全国 300 余家企业

提供技术服务，研发中药及相关产品 70 余

个，先后有 16 个产品实现单品种年销售额超

亿元。学校研发的中药制药系列关键技术

和设备被 100 余家企业采用。学校研发的热

敏灸机器人、智能四诊仪等一批科技成果亮

相江西高校科技成果对接会。学校先后荣

获“中国产学研合作创新奖”“中国产学研合

作促进奖”。

勇于担当，在助力中医药强省建设上主

动作为。在 2023 年公布的《中国科技成果转

化报告》中，学校以 1.44 亿元入选“高校院所

科技成果转化前 50 强”，为全国中医药院校

和全省高校唯一上榜的高校。近年来，学校

相关科技成果先后转化到南昌、宜春、上饶

等 9 个设区市近 130 家企业；与赣江新区深

度合作，推进中国（南昌）中医药科创城建

设；与樟树市深度合作，为重塑樟树“中国药

都”品牌、带动樟树中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

作出积极贡献。

悬壶济世，医疗服务水平不断提升。学

校拥有 3 所直属附属医院，其中，江西省中医

院入选国家中医药传承创新中心建设单位、

国家中医临床研究基地建设单位。获批建

设国家区域医疗中心——上海中医药大学

附属龙华医院江西医院，正成为助推江西中

医药事业高质量发展的新动力、新高地、新

名片。创办全球首家热敏灸医院——江西

热敏灸医院，组建江西省中医康复（热敏灸）

联盟。在疫情防控中，牵头制定江西新冠肺

炎中医药防治方案，建立除武汉以外首个中

西医结合定点救治医院；派出 9 批次 51 名医

护人员紧急驰援湖北武汉、随州等地；组建

中医医疗队参加中国政府（江西）联合工作

组援助乌兹别克斯坦抗疫，受到当地政府的

高度肯定。

面向世界，推动中医药“走出去”。中医

药文化是文明交流互鉴的重要载体。学校

先后与 40 余个国家和地区建立长期的合作

关系，是教育部批准的首批具有资格接收外

国留学生的高等院校之一。创办全国首家

岐黄国医外国政要江中体验中心，先后接待

30 余批次、200 余名外国政要、大使和国际友

人。与韩国世明大学共建中医药特色孔子

学院，打造集汉语、中国传统文化、中医药文

化传播于一体的特色文化交流传播平台 。

连续参与援外医疗 50 余年，多人获评全国援

外医疗工作先进个人。先后在突尼斯、葡萄

牙、瑞典、加拿大、英国等国建立中医中心、

热敏灸分院等海外中医药国际交流合作平

台 ，用中医药文化增进与各国人民民心相

通。高质量承办或协办世界中医药大会夏

季峰会、上海合作组织传统医学论坛、国际

产学研用合作会议等国际盛会，为大会增添

了亮丽的“江中医”风景。

六 十 五 载 栉 风 沐 雨 ，六 十 五 年 和 衷 共

济。新时代新征程，江西中医药大学将始终

坚持“为国家改革发展服务，为中医药事业

发展服务，为地方经济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

服务”的办学宗旨，始终秉承“惟学 惟人 求

强 求精”的校训，大力弘扬“自强不息、知行

合一”的精神，长风破浪，勇立潮头，朝着“国

内一流、世界知名的高水平有特色中医药大

学”目标铿锵前行，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

化江西篇章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本版图片由江西中医药大学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