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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世纪 中医药人才的培养
,

是飞速发展

的新形势和弘扬 民族 中医药的需要
,

结合工

作实践笔者认为
,

在培养跨世纪中医药人才

过程中应处理好七个关系
。

一
、

正确处理好引进人才和选拔现有人

才的关系

引进人才和选拔现有人才资源都是培养

跨世纪中医药人才的重要途径
,

引进 急需 的

部分 中医药人才是必要的
,

它 为中医药队伍

输送 了新鲜血液和骨干
,

解决了某些单位缺

乏中医药骨干 的问题
,

并也 有利于现有人材

的选拔和培养
。

同时也应看到
,

这种引进只

能是少量的
、

急需的
,

进而要全面完成培养跨

世纪中医药人才的任务
,

就要着眼于现有人

才资源的开发
,

应该看到 当前有许多有利条

件
,

近年来中医药队伍不断充实
,

各种学习培

训增多
,

人员的素质在不断提高
,

进而增强开

发现有人才资源的信心
。

这样在引进重点人

才并发挥其骨干作 用的基础上
,

全面开发现

有人才资源
,

将进一步加快跨世纪中医药人

才的培养
。

二
、

正确处理好人 才培养的长远规划和

近期 目标的关系

跨世 纪中 医药 人才 培养是一个 系统工

程
,

因此
,

在对现有人才资源结构进行分析和

对未来 人才需要科学预测的基础 上
,

要及时

制定出培养跨世纪中医药人才的长远规划和

近期目标
,

二者缺一不可
,

长远规划要根据人

才资源的现状和未来对中医药人才的需求
,

注重其科学性
、

系统性
、

全面性 近期 目标要

根据长远规划和中医药队伍的现状
,

以及当

前中医药业务 工作的实际
,

注重其急需
、

实

用
、

连续
,

避免随意性
。

在培训 中决不能只顾

近期 目标的应急
、

实用
,

而忽视长远规划的科

学
、

系统
、

全面
,

真正做到既有长远规划又有

短期安排
。

三
、

正确处理好全员培训和高层次人才

培训的关系

人才存在着高
、

中
、

低不同层次
。

大量事

实证明人才的成长是在普及基础上的提高
,

只有全面提高全体中医药人员的整体素质
,

才能培养 出足够数量
、

优秀质量 的跨世纪人

才
。

因此
,

培养跨世纪中医药人才应切实抓

好中医药队伍的全员培训
,

在提高全员素质

上下功夫
。

决不能出现忽视全面培训
,

只抓

拔尖人才的倾向
,

并要善于在全面培训 的基

础上
,

发现高
、

中级人才的培养对象
,

进而分

层次有针对性地加大培养力度
,

使各个层次

的人才都在原有基础上取得较大提高
,

以尽

快适应新形势
、

新任务对中医药队伍提出的

新要求
。

四
、

正确处理好理论培训和实际操作的

关系

理论学习培训和工作实践锻炼是人才培

养的两个基本方法
。

做为中医药人才必须具

有扎实的 中医药基础理论和 知识来指导实

践
。

同时
,

通过实践锻炼不断丰富
、

完善
、

发

展理论知识
。

二者相辅相成
,

缺一不可
。

当

前在人才培养中对理论知识的学 习较为重

视
,

而对工作实践的锻炼却重视不够
。

因此
,

在培养跨世纪中医药人才过 程中
,

一定要摆

正理论知识学 习培训与工作实践锻炼的关

系
,

既抓理论知识的学 习
,

又抓工作实践的锻

炼
,

这样才能使人才成为既有较丰富的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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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
,

又能解决工作疑难问题的有用之才
。

五
、

正确处理在校培训 和多样化途径培

训的关系
。

在中医药院校进行学 习培训无疑是产生

人才的重要途径
,

但不可能人人都脱产入校

学习
,

然而祖国的中医药事业又急需大批 中

医药人才
,

这就要求我们在推选一些人脱产

学习深造的同时
,

广开学习培训的门路
,

采取

多样化途径对 中医药人才进行在职培训
,

如

有针对性地选择部分专业对口 的业余函授
、

夜大
、

电大等院校
,

组织职工进行在职业余学

习
,

并有组织
、

有计划
、

有步骤地开展 以新理

论
、

新知识
、

新业务
、

新技能为主要 内容的 岗

位培训和继续教育
。

与此同时
,

必须想法设

法努力提高业余学 习和培训的质量
,

充分发

挥在校培训和多样化
、

多途径培训的两个积

极性
,

使跨世纪中医药人才的培养走 上健康

发展的轨道
。

六
、

正确处理中医药业务培训与思想政

治教育的关系

事实证明
,

在跨世纪人才培养过程 中
,

必

须贯彻
“

两手抓
” , “

两手都要硬
”

的思想
,

即

在抓好业务培训的同时
,

认真抓好思想政 治

教育
。

跨世纪的中医药人才不仅要有 良好的

中医药理论
、

业务素质
,

而且要具有良好的政

治素质和心理素质
,

要 引导大家深入进行理

想教育
、

爱国主义教育
、

道德教育
、

法纪教育
、

艰苦奋斗教育
,

使跨世纪 中医药人才成长为

既有做好新形势下 中医药业务工作 的能 力
,

又有崇高理想信念
。

爱党爱国爱人民
,

勇于

奉献的跨世纪中医药人才
。

七
、

正确处理学历
、

经历与真才实学的关

系

学历和经历是跨世纪中医药人才所要具

备的
“

硬件
” ,

但有了高学历和实际工作经历

决不能是人才的唯一标准
。

检验人才还要考

察其能 否将 学到的知识真正用 到实际工作

中
,

能否在工作岗位上总结经验
,

做出成绩
。

目前
,

一些单位在职称评定
、

干部任用等方面

或多或少地存在着重学历
、

重经历
,

而忽视真

才实学的问题
,

这既挫伤了具有真才实学 人

员的积极性
,

又影响了高质量 的跨世纪人才

的发现和培养
。

这些问题必须在我们培养跨

世纪中 医药人才过 程 中引起 高度重视
。

否

则
,

就不能培养出合格的跨世纪人才
,

从而影

响中医药事业的发展
。

因此
,

必须处理好学

历
、

经历与真才实学的关系
。

科室领药新方式—
医嘱领药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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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部队医院
,

临床科室药品请领 一般

有三种方式
。

一种是 历史沿 袭下来的大请

领
,

此方式最简单省事
,

但不利于药品管理
,

药品易于流失和浪费
。

其他两种方式是
“

中

心摆药制
”

和
“

处方领药制
” 。

这两种方式虽

然加强了药品管理
,

但仍存在着一定的弊端
。

前者需要较多的人员和一定的场所
,

且 由于

多数医院都实行了内部经费管理
,

每天摆药

记帐工作十分繁琐
。

后者虽然没有这几项缺

点
,

但是加重了科室 医生
、

护士的工作负担
,

经治医生要依据病人的病情预计其治疗时间

长短开写处方
,

有的医生负责十几个病人 的

治疗工作
,

再开写大量处方
,

必然增加其工作

的负荷量
,

有时开方不及时还会延误病人的

治疗
。

护士则要累计全科处方的数量
,

然后

还要去记帐
,

请领
,

一夭要跑几次药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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