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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边是风生水起的推拿按摩保健中医养生馆，其资质和能力让人疑
窦丛生；一边是好中医难寻，医院里一号难求，民间中医馆在探索中小步
出击。中医，这个传承几千年的文明，今天，走在了产业化的路口。

日前,郑州市政府下发文件，明确鼓励社会资本办医院，而关于中医更
是支持力度超前。朱霞说，曾经西医出身，如今却投资2000万元创办郑州
第一家正规的中医馆——济华中医馆，期待中医复兴的同时，也期待中医
能给她带来更多的真金白银。

或者说，中医馆正是社会资本进入医疗领域的一次试水。
晚报记者 辛晓青/文 廖谦/图

中医难寻，非要追到犄角旮旯
的小诊所？

张希自打当了爸爸，就开始关注中医，“孩子这
么小，有一点发烧感冒到医院就是验血打针，抗生素
的滥用让我越来越害怕带孩子去医院。我一直想找
个好的中医，可是总是找不到。”

张希说，孩子不到1岁那年拉肚子，他在几个大
医院的西医那里反复看了数次，打吊瓶打了十几瓶，
一直控制不住，又被朋友介绍，找到紫荆山一个大超
市后面的小诊所，“那是个中医，给抓了点他配好的
药粉，竟然吃吃好了。”

还有一次秋天孩子咳嗽，反反复复总是治不干
净，他又被介绍到了世纪联华后一个小中医院找到
一个大夫，抓了点药粉吃吃好了。

关于张希的这种经历，记者在采访中发现非常
普遍。

张希告诉记者，在他所接触的家长圈中，已经形
成了一个他们所认可的名中医图表，比如桐柏路某
个诊所、紫荆山公园中间的一个诊所、西区某小区里
的一个诊所、大学路一个小胡同里的诊所等，他们对
中医期待的同时，也在迷茫，“中医为什么这么难
找？为什么都藏在犄角旮旯？是真的上不了台面？”

政策支持，鼓励中医门诊部规
范发展

“济华中医馆”一位中医告诉记者，新中国成立之
后，因为河北的一次疫情被中医控制，中国开始全国
建立中医院和中医学院，“那时候遍访民间高手，聘请
学院老师，小诊所里的学徒成了第一批学生，也就是
那时候我国培养了第一批科班出身的中医。”

我省的两名著名老中医张磊和门成福就是这批
学员。作为河南省原卫生厅副厅长，张磊表示，如何
发展“纯中医”，中医馆是一种探索，河南将大力推进
这类中医馆的建设，使之很好地为社区慢性病患者
提供治疗。

而朱霞，就是看到了中医的市场和政策对中医
的支持，创办我市第一家专业的中医馆，“十二五规
划里就有支持的方向标，当时里面提出支持医生
多点执业，所以在办中医馆之前，我要搞清楚，请
名中医来执业，违法吗？答案是政策支持。河南
的相关政策也明确，鼓励中医门诊部规范发展和
连锁经营。”

而在她的“济华中医馆”开业之后，也迎来了郑
州市对社会资本进入医疗领域的明确支持。近日，
郑州市政府下发《关于进一步鼓励和引导社会资本
举办医疗机构的意见》，意见中明确指出，“支持社会
资本举办具有国内外领先水平的医院管理集团、区
域医疗中心，开展特色诊疗服务的中医（含中西医结
合和民族医）医疗机构和精神、康复、护理、老年病、
养生保健等特色专科、特需医疗服务机构及以‘高、
精、尖’为特点的品牌连锁医疗机构。”

其实这些年中医在民众中的认可度不
断提升，是中医馆等中医产业复兴的厚重根
基。很多人虽然是 80后，却开始不断选择
中医治病，而记者采访中发现，一些白领甚
至开始学习推拿。

马琳琳告诉记者，“我们一个 QQ 群里
经常讨论健康养生问题，大家都越来越认可
推拿在治病和防病中的功效，作为不吃药不
打针最低代价的一种方式，我们都在学习。”
她告诉记者，她们在网上找到了上海非常著
名的民间推拿高手，以每人800元的价格兑

钱请对方飞到郑州，趁周末给大家上了两天
课，“收获非常大，这种自发的学习我们还会
组织。”

济华中医馆的王勇生也说：“在韩剧、
日剧里，很多家庭会定期给家里的顶梁柱
去医馆里配置补药，其实就是中医在国外
的风行，这种风行相信用不了几年就会在
国内出现，目前香港台湾甚至北京上海，已
经开始。”

也正是看到了政策的支持和民众的基
础牢固，朱霞义无反顾走进了中医领域。

其实朱霞投资中医馆，也源于自己的一
段治病经历。

“我是学西医出身，去年我得了肩周炎，
找医生同学去看病，同学明确给我说，咱西
医没办法，你做做中医针灸推拿吧。”她在中
医一附院做了一段理疗，后来又去一个有名
的连锁店做推拿。“慢慢觉得好多了，可是后
来又后怕，到推拿馆治病也不知道有没有资
质，万一碰上不懂医的人随便捏捏按按，弄
巧成拙多可怕。”朱霞说。

后来，朱霞就想，有没有这样的一个地
方，“既有医院的正规手续和资质，医生都是
正规执业人员，又有大型养生馆等服务机
构？我是医疗行业的人，我立即就想，创办
一个这样的地方。”

正是这样的想法，让她毫不犹豫投资，
“我要做的就是环境舒适高雅，彰显中国传

统特色，同时有现代化和无微不至的服务，
甚至我们马上可以开通网上预约，看病也可
以不挤不急，从从容容。”

为了让更多的人相信中医馆，朱霞和她
的团队遍访省内中医名医，“一些退休的老
中医可能流落在民间，他们怀有一身绝技，
但是退休后没有发挥余热的地方，诊所坐诊
又配不上他们的身份，我们请回来，每天车
接车送，有专门的本科大学生给他们做助理
陪同，坐在高档的诊室里。”除了民间暂时歇
业的老中医，朱霞还请来在各级中医院执业
的名中医固定来医馆坐堂。

位于红专路上的济华中医馆开业了，而
朱霞的第二家中医馆也将在今年11月底在
桐柏路开业，她认为，中医馆必须成为品牌，
形成影响力，这不仅是给市民就医提供更多
的选择，也是为中医行业复兴作出的努力。

其实中医馆的出现，不仅仅是患者和
民众有着强烈的期待，就是从业者也心存
感激。一位中医学院毕业的学生小孟说：

“我的很多同学都只能去做医疗器械推
销，有的转行了，有的只能去私人的小诊
所甚至是黑诊所里打工，我现在就想，如
果有多点医院，不管是公办还是民营，只
要是正规的医疗机构，就是我们学习成长
的好地方。”

在“济华中医馆”里，朱霞聘请了 20多
个中医学院毕业的学生，“他们需要学习和
实践，我们聘请的大量老中医需要学生来服
务和帮忙，这是一个完美结合，我们培养了
后备医生力量，我们请来的老中医的医术也
得以传承。”同时朱霞也说，“我特别希望这
些中医专业的年轻人能够投身自己的专业，
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从事中医，这才是中医不

断发扬和传承的一个希望。”
其实不仅是这些年轻人，就是名中医也

为中医馆的设立而心存感激，“说实在的，现
在医院诊室稀缺，就是你再有名，每天有几
百人等你的号，医院也给你排不上班，为什
么我们宁愿去一些犄角旮旯的小诊所里坐
诊，就是有能力需要释放。”一位老中医私下
向记者说。而在济华中医馆，他接触了一次
后，当场就决定在医院坐诊时间外所有时间
都定点在这里坐诊，“说实在的，这里环境我
觉得很好，我愿意在这里为更多的患者提供
服务。”朱霞也告诉记者，“很多中医在医院
得不到应有的重视，我们在这里给名医设立
的诊室，装修装潢非常有品位，所有家具都
是红木，一套几十万元，我就是要让所有来
这里执业的中医感受到尊重，感受到中医文
化的氛围。”

做中医，难道非要守
得住寂寞？

张磊是济华中医馆的顾问，他曾
经专门给朱霞说，“做中医是一件好
事、善事，你们一定要守得住。”朱霞明
白，这守得住就是清贫和寂寞。

“中医和西医不一样，西医开药做
检查，都是收入，中医最贵的一个号
50元，开点草药也是使劲帮患者选便
宜的，中医确实不挣钱。”朱霞这样说，
可是对记者的疑问她并不回避，“我是
商人，不是慈善家，做中医是做善事，
但是我同时也是一名商人。”

朱霞说，投资 2000 万元做中医
馆，她并不打算立即就挣钱，“现在医
疗资源匮乏，我们需要发展越来越多
的中医馆来帮助政府解决就医难的问
题，我请这么多的名中医来坐诊，就是
要做这些事的。”

正如张磊所说，在“亚健康”及肿
瘤的治疗上，调理方面中医是强项，
随着社会的进步和生活水平的提高，
中医的市场越来越大，不仅能让名老
中医发挥余热，解决市民就近就医的
问题，还应该在“治未病”上有更多的
发挥。

“中医的最高境界是治未病，我希
望在我们中医馆给患者治病的同时普
及‘治未病’这个概念，希望有经济能
力的人开始从有病看病转移到没病防
病的状态。”朱霞说，中医馆毕竟是一
个商业机构，虽然要保证诊疗费用和
中药饮片比医院低，但是他们也有着
比医院更低价购进药材的条件。同时
他们还将在中医馆形成规模和市民中
形成口碑之后，开展养生服务，将延展
服务作为盈利点。“换季的时候到医馆
来，找老中医开个调理方子做点膏药，
或者药酒，或者伏贴，这些中医产业链
发展起来，中医才能赚钱。”

中医成产业，做首吃
螃蟹者要有勇气

中医复兴，很多人已经发出这样
的预言，可是更多的人仍在观望。

张先生开了一家养生馆，“我相信
中医，我相信中医可以成为一个产业，
甚至是大有可为的产业，但是我还没
勇气迎头上去。”在张先生看来，中医
要耐得住寂寞，发展成品牌才能迎来

“真金白银”。“我不敢去做，怕失败，做
养生可能有点走偏门，但是很多人在
靠这个来试探这个行业。”

对于这种论调，朱霞坦承，“第一
个吃螃蟹的人，冒着巨大的风险，但是
如果成功了，他就尝了天下第一鲜。”
有人规劝朱霞，她这样花巨资做中医
馆请名医，在培育中医市场，是在为众
多观望者铺路，甚至是做嫁衣，“我认
可他们说的话，我愿意为培育这个市
场作出努力，但是我也相信，如果我培
育市场成功了，我的中医馆就已经成
功了，品牌就做成了。为别人不如说
是在为自己。”

认可中医，中医成为风尚指日可待

网络预约，不挤不急从容看中医

中医馆，被患者、医者共同期待

朱霞和老中医张磊在济华中医馆朱霞和老中医张磊在济华中医馆

社会资本
试水医疗领域

郑州第一家正规的中医馆成立，投资2000万元
创办人朱霞说，中医可以成为一个大有可为的产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