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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李云波

“中医药在新冠肺炎治
疗中的作用全国人民有目共
睹。”汤一新说，中国充分发
挥中医药特色优势，全力救
治患者、拯救生命，中医药参
与救治确诊病例的占比达到
92%。中医药能够有效阻止
轻症转化为重症，而没有重
症就没有死亡。可以说，中医
药为我们民族的兴亡立下了汗马功劳。

对于此次论坛的召开，汤一新认为
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他说，中医
药历来和东盟有着广泛的联系，历史上
就有从东盟引进来的药物。中医药从来
就不排外，它本身是一个开放的、包容
的医学体系，能够把民族的优秀文化与

世界的有效方法都视为民
族医药传承的重要养料，
兼收并蓄。所以加强中医
药与东盟的联系，加强中
医药与世界的联系，对中
医药的发展对民族的健康
都是有效的。

汤一新还盛赞了桂林崇
华中医街和恭城瑶汉养寿
城，认为桂林的宏伟规划已
经让桂林成为了推动中医药
发展的榜样和推手。他说，

桂林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中医药服务
体系建设，主动将中医药发展融入到全
市发展的战略中，大力推进国家中医药
传承创新工程，全力加快中医药事业复
兴。本次论坛在桂林召开，将有力推动
桂林中医药事业高质量发展，助推中医
药文化更好地走向世界。

论坛助推中医药文化
更好地走向世界
——— 访全国名老中医、

成都中医药大学博士生导师汤一新

□本报记者 李云波

“在我国高度重视中医
药发展的背景下，广西中医
药也迎来了新的春天。”韦
贵康接受采访时说，习近平
总书记高度重视中华优秀传
统医药文化的传承创新发
展，先后发表一系列重要讲
话，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
为新时代中医药传承创新发
展提供了根本遵循。

韦贵康曾多次对东盟各国进行访
问，发现当地的传统医药与中国的中医
在历史上有着深厚的渊源。他们相互沟
通，相互促进，彼此能够理解传统医药的
价值、传统和功效，有许多相同或相似的
使用习惯和风俗，共同构成了传统医药

绚丽盛开的百花园。他相
信，通过举办中国—东盟传
统医药论坛，中医药会在更
大范围、更高水平、更深程
度上形成新的交流，助力人
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使传
统医药惠及各国民众，造福
当地人民群众。

韦贵康认为，广西中医
药振兴有条件、有优势，发
展潜力巨大。下一步，广西
将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

书记关于中医药工作的重要论述和对广
西工作重要指示精神，遵循中医药发展
规律，坚持传承创新并举、中医西医结
合、事业发展和产业提升联动，深化中医
药医改工作，提高中医药疗效和防病治
病能力，加强人才队伍建设，扩大对外交
流合作，助推中医药事业高质量发展。

广西中医药振兴潜力巨大
——— 访国医大师、

广西中医药大学附属瑞康医院韦贵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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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李云波

“搜罗天下植物药，誓把
野生家种成。”缪剑华说，这
是广西药用植物园的使命与
初心。从传统医药采集到现
代药用植物 4 . 0 时代，从创
建初期仅有几人的药用植物
研究所，到获得“最大的药用
植物园”吉尼斯世界纪录、被
称 为“ 立 体 的《 本 草 纲
目》”……广西药用植物园不断传承神农
精神，谱写振兴中药的新篇章。

缪剑华说，近年来，广西药用植物园
立足广西，全面开启全球药用植物收集保
存、科学研究以及产业布局的综合发展
工作。截至 2019年 6月底，广西药用植
物园保存药用植物 11161 种，约占我国

药用植物总量的 90%，占全
世界药用植物总量的 1/3，其
中珍稀濒危药用植物 745
种，约占我国珍稀濒危药用
植物总量的 70%。

缪剑华介绍，广西药
用植物园深入实施“人才
强园”战略，通过多种渠
道大力引进高层次专业人
才，开展药用植物资源多
元化保存体系构建、多学
科人才团队构建、多平台

科研体系构建、多层次产业体系构建。
目前正在构建信息化、集成化、智能化
和可视化的“全球药用植物资源大数据
中心”，研究探索药用植物 4 . 0 新模
式。希望通过此次论坛，让广西药用植
物园与东盟各国建立长期稳定的交流关
系，巩固提升传统医药合作成果。

建立长期交流 巩固合作成果
——— 访广西药用植物园

党委书记缪剑华

本报讯（记者刘倩） 11 月 25 日，我
市召开“学习强国”学习平台工作推进会，
表扬了一批“学习强国”先进单位、积极分
子，总结前阶段我市“学习强国”学习平台
工作情况，部署下一阶段“学习强国”学习
平台推广使用工作。

会议提出，“学习强国”学习平台推广
使用工作启动以来，我市坚持贯彻落实上级
各项决策部署，积极谋划，强化举措，传导

压实全市各级各部门工作责任，迅速推动全
市各级各部门“学习强国”工作形成氛围，
落到实处，取得成效。“学习强国”学习平
台是立足于全体党员干部、面向全社会开放
的优质学习平台，要积极引导普通群众特别
是机关干部、年轻人、高校大学生、企业职
工下载使用“学习强国”学习平台。要积极
创新学习形式，通过开展知识竞赛、选树先
进典型、学习积分兑换书籍和电影票等灵活

多样的推广活动，激发学员对“学习强国”
学习平台的学习热情和积极性。开展“学习
强国”先进学习集体和学习标兵的评选，对
参与学习、完成一定学分的党员群众给予奖
励，形成比学赶超、学以致用的浓厚氛围。

同时，还要进一步抓好日常学习，提升
活跃度。要创新方式方法，采取知识竞赛、
选树先进典型等多种形式，加大线上线下活
动组织力度，吸引党员群众主动学、自觉

学。要确保各县（市、区）组织架构内用户
全年平均日活跃度（指标数据为每月随机抽
取一天的平均数）达 40% 以上，市直各单
位、中区直有关单位、高校、市委管理企业
组织架构内用户全年平均日活跃度达 50%
以上。要充分发挥平台宣传阵地作用，积极
开展供稿工作，讲好桂林故事、传播桂林声
音。

“学习强国”学习平台上线以来，功能
逐步完善。内容不断丰富。“学习强国”学
习平台已成为广大党员干部群众了解新政
策，掌握新动态，学习新知识的好帮手，全
市逐渐形成了运用“学习强国”学习平台学
习的良好氛围。为发挥先进典型的模范带动
和示范引领作用，激发广大用户学习热情，
市委宣传部决定对七星区等 30 个“学习强
国”工作先进单位，胡焕忠等 1010 名“学
习强国”学习积极分子进行通报表扬。

这次受到表扬的单位在“学习强国”
学习平台学习组织架构活跃度和向“学习
强国”广西平台供稿方面做了大量的工
作，学习组织架构活跃度、向“学习强
国”广西平台供稿和采用数量综合评定成
绩突出，发挥了示范引领作用。受表扬的
学习积极分子主动利用“学习强国”学习
平台学习，学习总积分较高，是广大用户
中的优秀代表。

希望受到表扬的先进单位和学习积极分

子珍惜荣誉，戒骄戒躁，再创佳绩。全市各
县（市、区）各单位要认真总结好的学习经
验和做法，持续不断地加大对“学习强国”
学习平台的宣传和推广，增加党员干部群众
使用平台人数，不断提升“学习强国”学习
平台的影响力和覆盖面，使“学习强国”学
习平台成为广大党员干部群众学习宣传贯彻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
载体，推动全市“学习强国”学习平台工作
迈上新台阶、取得新成效。

“学习强国”工作先进单位名单

（以综合评定成绩为序）

七星区、灌阳县、兴安县、秀峰区、
叠彩区、灵川县、永福县、市直属机关工
委、市委教育工委、市公安局党委、市国
资委党委、市医疗保障局党总支部、市红
十字会党支部、市科协党总支部、市体育
局机关党委、市接待办党总支部、市人防
办机关党委、市委政研室党支部、市文联
党支部、市老干部活动中心党支部、国家
统计局桂林调查队党支部、市气象局机关
党委、市委统战部机关党委、市生态环境
局机关党委、桂林水文中心党总支部、市
妇联党支部、市人民检察院机关党委、市
委党校机关党委、桂林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党委、桂林银行党委

桂林市委宣传部关于表扬全市“学习强国”

工作先进单位和学习积极分子的决定

我市“学习强国”学习平台工作推进会提出

引导我市“学习强国”学习常态化制度化

▲ 11 月 25 日，出席第六届中国—东盟传统医药论坛的东盟各国
代表通过视频连线致辞。

▲与会嘉宾在参观中医药成果展。

▲与会嘉宾通过本报了解会议相关资讯。

专题摄影：记者游拥军

大干四季度冲刺一个月

高质量打好收官战
（上接第一版）会议期间，我市共组织 4 个考察组

分赴各县（市、区）参观考察相关产业项目推进情况。
市中级人民法院院长、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驻桂林

高校和科研院所有关负责同志，市人大常委会、市政府、
市政协秘书长，市直各单位主要领导，中直、区直有关单
位负责同志，各县（市、区）党政主要领导、分管领导，桂林
国家高新区、经济技术开发区、高铁（桂林）广西园有关负责
同志，以及重点企业主要负责人等参加相关活动。

夫妻携手创业

致富不忘乡亲
（上接第一版）在夫妻俩的共同经营下，茶场规模从最
初的 680 亩扩大成了 1600 亩的七仙峰茶场，年产茶 50
余吨，产值达到 500 万元。经过两年开荒后，赖玉梅和
丈夫在地里都种上了金桔。如今，赖玉梅每年收果都超
过了 100 万斤，年收入数百万元。 2008 年，赖玉梅成立
桂珠金桔专业合作社，以专业合作社为龙头，带动全村金
桔种植业走上规模。赖玉梅除了亲自给村民上课，还与丈
夫到地头传授金桔种植技术，邀请农业专家为村民做病害
防治、种植管理指导。

多年来，夫妻二人不但把自己的产业做得有模有样，还
带领村民一起种植金桔，家里的果园为村民提供就业岗位。
两人还热心公益事业。周汝熹作为蕉芭林村委的支部书记，
将改善村庄面貌和生产生活条件、加强基础设施建设作为
履职践诺的首要任务，筹资 20 万元硬化了坪岭村 800 米
长的主干道，筹资 13 万元硬化了上石塘至轿顶山近 600
米的村间主道。对于未来，夫妻二人还有更长远的计划。周
汝熹告诉记者，他将结合果园和旅游开展“果园民宿”项目，
带领村民把日子过得更好。

除了带领乡亲致富外，他们的小家庭也“经营”得有
声有色。夫妻二人坚持“入则孝，出则悌”的传统美德，
在精神生活上给双方老人体贴安慰、嘘寒问暖，在物质生
活上勤换衣物、常问所需，有病积极治疗，尽力给老人提
供最好的治疗条件，积极创造条件让老人享受晚年之福。
在日常生活中，赖玉梅和丈夫也注重言传身教，为孩子创
造良好的成长氛围，为孩子树立不慕新潮、不摆阔气、不
铺张浪费、勤俭节约的生活理念，注重锻炼孩子思考问题
和独立生活的能力，积极引导孩子孝敬老人、尊重他人，
以言行影响两个女儿。家人互敬互爱，共同营造了一个温
馨、和谐、向上的文明家庭。

本报讯（记者韦莎妮娜）近日，我市
第四批急需紧缺高层次人才评价答辩会在
桂林宾馆举行， 61 名来自各行各业的急需
紧缺人才接受专家评委考核。这也是我市
首次在一年内开展两次急需紧缺高层次人
才评价工作，充分展示了“栽好梧桐树，
引来金凤凰”引才用才留才的决心与魄
力。

本次高层次人才认定工作由市委组织
部、市人社局组织，市人才服务中心负责实
施。在本次高层次人才认定申报期间，共收
到 171 份申报材料，其中新增申报单位 19
家。今年新增线上评委预审环节，邀请市内
外相关单位领导、专家及业务骨干分别担任
职能评委、行业评委和专家评委。通过预审
参评人员申报资料，综合考量人才品德、知

识、能力、业绩等，为答辩会现场的线下评
委们提供更多的评分参考和依据。 61 名来
自我市先进制造、电子信息、现代农业、医
疗健康等行业的急需紧缺人才进入评价答辩
环节。

市人社局相关负责人表示，开展急需紧
缺高层次人才评价工作，将我市“人才强
市”战略部署落到了实处。同时，不断扩大

人才政策宣传覆盖面，为企业和人才搭建直
通桥梁，让桂林既能看得见山水，又能留得
住人才。通过一批优秀人才引领示范辐射带
动，为全市经济社会各项事业高质量发展注
入“智慧力量”。接下来，将加快推进该批
次高层次人才的认定工作，及时兑现人才奖
励、落实人才待遇，为高层次人才营造良好
的干事创业生态圈。

我市举行第四批急需紧缺高层次人才评价答辩

□本报记者 李云波

“医疗、养老、旅游融
合发展，是桂林夕阳红养老
中心创办并发展壮大的真实
写照。”黄华雄介绍说，桂
林夕阳红发挥传统医药优
势，积极拓展特色项目，大
力开展“医疗+养老+旅
游”全方位服务，成功打造
了“医是保障、养是核心、
游是特色”的新型养老模式，并持续推
进“医、养、游”融合发展，取得了较好的
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桂林夕阳红现有
床位 1000 张，医护人员 200 多名，每
年接待全国各地和东南亚国家老人超过
2 万人次，床位使用率常年保持在 90%
以上。桂林夕阳红先后荣获“全国模范

养老机构”“全国敬老文明
号”“桂林最具影响力品
牌”等荣誉称号。

黄华雄说，桂林夕阳红
将继续发挥传统医药优势，
着力落实桂林市政府工作报
告中提出的“打造一批以桂
林夕阳红为代表的一流康养
品牌”工作目标，全力推进
“医、养、游”深度融合发
展。目前计划在桂林投入资
金 20 亿元，建设桂林仙源

健康产业园，这是一个拥有 4600 张床
位的大型康养综合体。除此之外，还将
在柳州、南宁、防城港、北海建立养生
养老基地，打造一条贯穿广西南北区域
的健康产业带，形成“一带五基地”的
战略布局，为推动老龄事业发展和实施
健康中国战略做出更大贡献。

推进“医、养、游”融合发展
——— 访桂林夕阳红养老中心党委书记、

院长黄华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