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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位名中医济宁挂牌收徒
培养更多的济宁中医后备人才
文/图 本报记者 李倩

大中型客货车驾考

将增加雨雪天等考试项目

本报济宁7月11日讯 (记者 姬生辉
通讯员 刘存冬 刘建) 11日，济宁

市交警支队支队长刘晓波带领相关科室
负责人，做客政风行风栏目，就市民关心
的驾考新要求，和市民进行交流。其中大
中型客货车驾驶人考试新要求最受关
注。

一位市民打来热线电话说，现在正
在驾校学车，听朋友说，大中型客货车的
驾考有新要求，具体有哪些变化？

济宁市交警支队驾驶员考试科科长
潘汉青介绍，从5月1日起，大中型客货车
驾驶人考试有变化，增加了山区、隧道、
陡坡等复杂条件实际道路驾驶考试项
目；年底前，增加模拟高速公路、连续急
弯路、临水临崖、雨雪天、湿滑路、突发情
况处置等场地驾驶考试项目。

大型客车、中型客车考试里程不少
于20公里(白天考试里程不少于10公里，
夜间考试里程不少于10公里)；牵引车、城
市公交车、大型货车准驾车型考试里程
不少于10公里(白天考试里程不少于5公
里，夜间考试里程不少于5公里)，考试时
长总计不得少于30分钟。

大中型客货车全部进行夜间驾驶考
试；小型汽车要增加模拟夜间灯光使用考
试。汽车类驾驶人的实际道路考试要设置
不少于3条考试路线，从5月1日起，随机抽
选考试路线进行考试，年底，实行计算机评
判和人工评判相结合的考试模式。

同时，将对汽车类驾驶人考试各科
目全部实行视频、音频监控，并在各科考
试成绩单上打印3张随机抓拍的考试照
片，考试录像留存一年以上。济宁交警部
门将完成实际道路考试计算机智能评判
系统建设，采取智能评判和人工评判相
结合的考试模式，并随机抽选考试路线。

相关链接>>

上半年交通事故同比下降18 . 80%

济宁市交警支队立足“平安济宁”建
设，以压事故保畅通为主线，突出重点，
整体推进，全市业务工作和队伍建设都
取得了明显成效，为促进经济发展、维护
社会稳定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刘晓波介绍，今年1—6月份，全市共
发生一般以上道路交通事故445起，同比
下降18 . 80%，死亡70人，同比下降41 . 67%，
受伤448人，同比下降20 . 43%，直接经济损
失156 . 7861万元，同比下降13 . 47%，全市道
路交通安全形势持续稳定。

本报记者 姬生辉

11日下午，在杜纪鸣传承工
作室里，部分患者在排队候诊，
杜纪鸣正在为一名女士把脉，刘
志华坐在他的对面记录。“不要
小看这些学生，他们都是优秀的
中青年主治医生，有8年临床经
验，能独当一面。”杜纪鸣告诉记
者，把中医传承融入常规的诊疗
过程，在诊疗过程中，把多年积
累的临床经验传授给他们，让他
们尽快成长起来。

教学相长，师徒共同进步。
“传承中医的过程，实际上也是
自己再一次学习的过程。”杜纪
鸣说，尤其是带徒弟时，要言传
身教，反复讨论；尤其是一些疑
难杂症、罕见的疾病，要进行集
中讨论。讨论的过程，也是自我
提升的过程，过去疑惑可能一下
子豁然开朗了。

杜纪鸣说，中医不仅是一门
科学，更是一门文化和艺术。和

西医有所不同，中医需要言传身
教，需要传帮带。徒弟要有悟性，
要善于发现老师经验的精髓，在
汲取精华的同时，不断充实、更
新自身的临床经验。

济宁市卫生局中医管理科
科长唐长冬介绍，这20名师傅都
是经过精挑细选的，有的来自中
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有的
是中医单项领域的学科带头人。
这些师傅中只有两名是济宁本

地的，其他的18名都是国内知名
的名中医。通过专家的集聚效
应，培养济宁中医药的后备人
才。

名中医传承工作室不仅仅
设在济宁城区的中医院，任城
区、泗水县、汶上县的中医院
也设有传承工作室。这些名中
医 也 会 定 期 到 县 级 中 医 院 坐
诊，培养县级中医院的后备人
才。

济宁市中医院副院长王祥
生是中医传承工作室的受益者，
他是江苏省中西医结合医院主
任医师姚源璋的徒弟，姚源璋是
国内肾病内科专业领域的领军
人物。

“师傅为患者看病，我就在
一旁抄方。患者的脉象如何、问
诊情况，整个诊疗过程，我都做

记录。”王祥生说，正是通过系列
的病例回顾，不断总结诊疗过
程，领会师傅的学术思想，在短
时间内提高自己的诊疗能力。

说起他的收获，他回忆起曾
接诊过的一位蛋白尿患者，这名患
者曾进行过多次治疗，但是效果一
直不理想。王祥生采用师傅的清化
湿瘀理论进行治疗。一年多了，这

名患者的蛋白尿没有再犯。
“如果没有中医传承工作

室，我哪有机会和这样的领军人
物接触，更不可能成为师徒关
系。”王祥生说，他的临床经验，
我更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应用于
临床。

唐长冬介绍，济宁市只有4
名山东省名中医，有两名已经年

事已高，不能再为患者看病了。
如果再不进行传承，很多中医适
宜技术面临着失传的危险。

济宁市中医院院长常振华表
示，中医是一门传承性极强的医学
科学，没有传承就谈不上发展。几
千年来师承模式，一直在中医教
育史上占据主导地位，师承是继
承中医临床经验的一个关键。

11日，山东省名中医
杜纪鸣在传承工作室接
诊，他的徒弟刘志华在对
面记录，这是刘志华跟师
傅学习的场景。近日，济宁
市卫生局邀请 2 0名名中
医，成立名中医药专家传
承工作室，杜纪鸣传承工
作室便是其中之一。通过
这种传帮带的方式，培养
济宁中医后备人才。

国内有关资料显示，国内每
年都有近20项中医药技艺濒临
失传。中医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类
似，都面临着传承和保护的问
题。

“很多民间偏方、土方在治

疗少数疾病时，确实有效。”王祥
生说，但是它们是依靠口口相
传，没有形成完整的体系，也难
以证实其科学性。尽管如此，对
它们也不能进行全盘否定。

王祥生认为，在进行科学

论证的基础上，对于一些民间
偏方、土方也需要进行保护。
如果不进行保护，随着一批老
中医的隐退，它们也将逐渐失
传。

唐长冬说，中医传承不能停

留在口头上，它需要一个载体。
济宁市设立的名中医传承工作
室也是一种探索，它把短暂的名
医走穴，转变成一种长效机制，
让名医在济宁扎根，壮大济宁的
中医后备人才。

探索中医传承的载体

他是领军人物的徒弟

20位名中医坐堂授徒

杜纪鸣在传承工作室接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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