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炭“走过 2023”之乡村振兴篇》等系列报道在新华网、地

方媒体多平台发布，仅在新华财经的阅读量就超 200 万。

1.2 主题教育宣传形式立体丰富
强化一盘棋、一体化宣传工作理念，国能神东煤炭集

团注重把深刻思想融入鲜活事例，一批成系列、见观点、有

深度的主题报道，生动展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主题教育推进动态和实际成效。综合运用电视、报纸、

网站、微信、微博、短视频等平台优势，通过讲解、动画、

短视频等形式，借助热点标签、热点话题、热点推荐等平台

功能，不断增强主题教育宣传报道的贴近性和传播力。《充

电桩带来的‘幸福感’》等主题教育报道接地气、更有温度；

《线上线下“双通道” 调查研究见实效》等深度报道挖掘

实事解民忧、调研见实效的学习成果；《一图解读丨主题教

育，神东这样开展》新闻视觉丰富、结构清晰；精心设计主

题教育宣传海报冲击视觉；《践行六个担当 勇担党建示范》

系列主题报道思想深刻；主题教育系列快问快答“点燃”抖

音、快手、视频号等新媒体平台，有力拓展了媒体宣传阵地。

1.3 党纪学习教育报道全媒传播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纪学习教育的重要

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国能神东煤炭集团信息网精心设计

“党纪学习教育”专题网页，集中展示各级党组织开展党纪

学习教育的举措、方法及进展情况，采取“合并同类项”提

炼主题组稿编发，提高了报道的厚度与质量；《神东煤炭》

报头版开设“学条例”专栏，排版设计新颖突出；新媒体平

台统一设计微信首图，推出“党纪学习教育知识答题”；神

东自办电视开设《条例》解读栏目，通过问答方式增强学习

理解的互动性。“党纪学习教育”专题报道在神东各媒体全

面铺开、强劲发声。

2 坚持内容为王，主题报道有深度有流量

全媒体时代，内容永远是根本。国能神东煤炭集团始

终坚持内容为王，深入推进主题报道内容创新，努力提升内

容品质、丰富内容表达、拓展内容呈现，不断巩固和提升内

容生产核心竞争力，打造融媒体时代的刷屏制作，让主旋律

更响亮，让正能量产生大流量 [2]。

2.1 “百日大会战”主题报道增活力添干劲
神东信息网“百日大会战 神东这样干”专题网页综合

报道各单位全面落实安全生产措施、全力保障煤炭供应情况

以及涌现出来的先进典型、会战先锋。通过栏目深度报道 +

微视频 + 系列报道 + 主题海报 + 报纸专版的组合式报道，

将神东广大职工投入百日大会战努力做贡献的生动场面多

维度呈现。结合会战主题，从各个工种、岗位小切口入手，

推出《向一大卡要效益》《向一刀煤要效益》等 7 个系列报道；

制作“协同联动 同题共答”系列微视频，收获线上 20 万人

次观看量；推出煤炭发热量“每卡必争”系列深度报道；《神

东煤炭》报连续推出“百日大会战”、能源保供 5 个专版，

配发“百日大会战”4 组海报助力，为广大员工挖潜增效增

活力、添干劲。

2.2 乡村振兴主题报道见思想有温度
按照集团部署要求，神东煤炭记者进驻乡村，坐在田

间地头、走进百姓家中深入采访，推出《把乡村振兴的论文

写在希望的田野上》等深度报道、《图说神东·现场：乡村

振兴看国能》组图、《黄土坡上的“好光景”》《黄河塬上

的“致富梦”》等系列微视频，配发新闻评论。一批沾泥土、

有温度的新闻作品见证了国能担当、帮扶成效，有力诠释扶

智道路上的坚持不懈和持之以恒 [3]。

2.3 致敬模范主题报道彰显榜样力量
策划推出“模范、微镜头”系列报道，记录先进典型

的工作场景、生活点滴、成长历程等，以视频展示 + 人物

讲述方式，生动展示神东先进典型感人事迹，大力宣传弘扬

劳模精神和工匠精神。其中，“五四”青年节特别策划《神

东青年我们这 young》微视频在“新华财经”的阅读量突破

39 万；长图海报《在百米井下绽放青春梦想》，生动展示“95”

后矿工李岩在神东大舞台实现人生追求的奋斗经历，作品被

《中国煤炭报》转载；《火花中的温柔力量》，获得国能集

团月度好新闻“融媒体类作品”一等奖。

3 探索“青、新”表达，融合传播乘势“起航”

国能神东煤炭持续加强内容策划、用好媒体平台、创

新表达方式，着力打造“煤炭看神东”品牌。充分激发“融

媒体青年创新工作室”“光影青年工作室”等小团体创新优

势，以“重要节点 + 国能元素 + 融媒呈现”创作方式，实

现原创内容“青、新”表达，有力提升重大主题宣传的互动性、

年轻态。

3.1 作品创新创意有效增强
《拦不住》微视频，以记者现场亲身体验方式，讲述

科技创新、生态建设、人才培养等工作亮点，创新 Vlog+

新闻报道形态，合计阅读量超过 26000 人次。《悦动神东》

创新剪辑手法，综合运用动画、音效、转场高度契合的剪辑

形式，呈现美丽神东，在“起点新闻”等平台实现破圈儿传播。

3.2 作品点击传播取得突破
在发挥传统媒体优势的同时，不断创新融合路径，持

续深耕新媒体阵地。作品紧跟媒体发展趋势，贴合流行热点，

以共情、共鸣、共振实现正能量与大流量的双向奔赴。2023

年以来，2 件作品阅读量突破 100 万 +，其中《一见倾心新，

看看新入企大学生风采！》短视频阅读量超过 260 万；阅读

量 10 万 + 的作品超过 50 件，其中 25 件为原创策划内容。

新媒体平台新增粉丝 6 万，粉丝总数超过 64 万，总阅读量

超 3500 万。“图说神东”微信被评为全国煤炭行业最具影

响力微信公众号 [4]。

3.3 视频直播优势逐步显现
“4K+5G”融媒体直播车投入运行后，逐步实现大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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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播录制常态化，新闻宣传的时效性、传播力、影响力进一

步提升。2023 年至今，完成 30 场次大型活动的直播与录制

工作，“煤海正发声”融媒体直播 26 次，实现了多媒体、

多平台、多渠道同步直播。其中《2023 年全国煤矿采煤工

作面智能创新大赛决赛综合答辩》观看量突破 11.7 万次。

3.4 媒体新质生产力激发动能
在内容守正基础上，力求可视化呈现创新表达，努力

展现新闻媒体的新质生产力。《雨生百谷 万物生长》等 4

个微视频，在“国家能源之声”公众号、集团抖音、中国环

境网等平台发布，收获大量评论和点赞。“图说神东”微信

原创策划《来神东的十个理由》《神东矿区想“开”了》，

向外界展示神东矿、神东人、神东景；《见证神东 | 建设初

期，“抬头是荒山”的神东矿区，如今怎么样了？弹幕里写

满变迁》，综合运用海报 + 弹幕 +SVG 点击显示方式，通

过 7 张动图海报再现神东的绿色变迁。

4 拓宽媒体合作，对外宣传硕果累累

国能神东煤炭树立集团媒体导向，紧跟集团报道要点，

主动拓宽与新华社、央视等头部媒体深度合作，积极联合外

媒力量开展媒体行动，加强“煤炭看神东”品牌宣传策划力

度。结合公司实际，提前列出外宣主题月度清单，实现全年

重大主题宣传报道全覆盖。

4.1 组合报道彰显央企担当
把煤炭保供放在服务党和国家大局、服务集团发展大

局的高度来谋划和推动，强化顶层设计、研究专题部署，打

出一系列主题宣传报道“组合拳”。2023 年至今，煤炭保

供主题外宣发稿 540 条，其中，中央级媒体发稿 35 条，省

部级媒体 158 条，集团媒体 277 条。10 余条能源保供报道

登上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累计阅读量超500万，7篇报道在《人

民日报》刊发。中国煤炭网、《中国煤炭工业杂志》《内蒙

古日报》、“国家能源之声学习强国”号、今日头条号等媒

体，春节期间连续报道神东人坚守岗位能源保供相关新闻，

彰显央企担当，树立国能形象。

4.2 盘点报道展示温暖帮扶
2023 年 8 月，新华社客户端、中国新闻网、人民网先

后发布《扎根陕北大地，持续为乡村振兴赋能——国家能源

集团定点帮扶榆林两县观察》《陕西米脂：以“绿色秘钥”

开启崭新致富大门》等 5 篇综合性通讯报道，盘点报道国能

助力乡村振兴工作成果成效，对外展示国能助力乡村振兴的

温暖帮扶。

4.3 典型报道折射青年中坚力量
根据集团公司选树工作相关要求，第一时间制定全国

五一劳动奖章——李岩的对外宣传报道方案，在 16 家媒体

30 多个平台发布李岩的相关报道 35 条。以综合通讯、系列

报道、微视频、组图等形式，多角度、多维度报道李岩在神

东的成长历程，折射神东人才建设和培养机制，展示神东青

年中坚力量。

4.4 媒体行动增厚绿色家底
积极邀请主流媒体走进神东，组织开展绿色生态看神

东媒体行、“四保一大”一线行、“高质量发展调研行——

美丽神东”融媒直播等大型主题媒体行活动。《向“绿”向“新”

转型升级》在《人民日报》客户端发布，长图海报《厚植“绿

色家底”共绘美丽中国新画卷》在《中国煤炭报》微信公众

号发布，展现神东煤炭坚持全员义务植树 39 年，以实际行

动推动绿色发展，不断增厚的“绿色家底”。

4.5 微主题收获大流量
围绕煤矿数字化、智能化建设重点选题，深入挖掘基

层单位智能化建设亮点，以小切口、多角度展示公司智能发

展的最新进展。视频《新华全媒 + 当煤矿遇上无人驾驶——

探访智能化煤矿的地下世界》在新华社客户端发布，集中报

道展示神东智能化建设方面的成就和亮点；“五一我在岗”

微视频新华社客户端内蒙古频道推送，浏览量突破 4 万。

5 结语

新时代新征程，神东煤炭继续以党的二十大精神为指

引，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遵循，坚决贯彻落实集团党组各项

决策部署，进一步完善大宣传工作格局，念好“活”字诀，

做足“新”功夫，做好“融”文章，唱响主旋律、壮大正能量，

为建设世界一流清洁低碳领军企业贡献新闻宣传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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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ese Medicine in the Republic of China and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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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Hanfang	medicine	is	a	traditional	Japanese	medicine	that	is	based	on	ancient	Chinese	medicine	and	has	been	continuously	improved	
in different periods after integrating with Japanese local medicine, ultimately forming a complete theoretical system during the Edo 
period.	Affected	greatly	by	advanced	Wester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the	Japanese	government	after	the	Meiji	Restoration	actively	
promoted Western medicine nationwide and took measures to exclude Chinese medicine. Faced with the crisis of survival, the 
Japanese Chinese medicine community united and struggled to survive in the collision of Chinese and Western cultures, seeking the 
transformation	and	transformation	of	traditional	medicine.	At	that	time,	under	the	bombardment	of	strong	ships	and	cannons,	China	
launched	a	frenzy	of	learning	from	the	West,	and	Western	medicine	gradually	dominated	the	medical	field,	with	the	advantages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completely disappea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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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public	of	China	period;	Chinese	medicine	abolition;	Japan	medical	book;	influence

民国时期中医废止论与日本医书译介之影响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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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汉方医学是以中国古传统医学为基础，融入日本本土医学后在不同时期不断改良，最终在江户时期形成完整理论体系的日
本传统医学。受到西方先进科学技术的巨大冲击，明治维新以后的日本政府在全国范围内积极推行西洋医学，采取排挤汉
方医学的措施。面对存亡危机，日本汉医界团结抗争，在中西文化碰撞中艰难求存，谋求传统医学的变革与转型。彼时的
中国在坚船利炮的轰击下，掀起向西方学习的狂潮，西方医学逐渐占据医界主流，中医的优势荡然无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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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民国时期，日本汉方医学与传统中医发展历程的相似

性启发了中医界人士，并且汉方医学中的许多理论和思想源

于中医，对汉方医学的讨论有助于论证中医是否具有合理

性。他们通过对汉方医书的学习，将部分理论作为支撑观点

的利器，形成自己的医学思想体系，在中国展开传统医学与

近代医学之间的博弈。因此，通过对中国具体医界人物在著

述、期刊等中的言论进行分析，能够发现更多有关中医、汉

方医学的声音，更直观地看到其在中医废存论争中的作用。

2 从医学代表人物看汉方医书译介对中医存
废的影响

2.1 传承中医，汲取精华
陆渊雷（1894—1955），是民国时期的中医名家，在

张仲景学术的研究方面有很高的造诣。张仲景在日本的汉方

医学史上有着无可取代的地位：其药方以独特的理论和治疗

效果，为日本的医学发展提供了重要参考；古方派的兴盛使

张仲景的《伤寒论》在全国广为流传和推广，仲景医学的价

值进一步拓展，其中不乏研究张仲景的医家。因此，他推崇

日本汉方医学家的学术思想，深受古方派的影响。他广泛收

集日本医学资料，在自己的著述中大量引用汉方医学家的医

籍，以严谨笃实的治学态度将其内化为自身的医学思想，成

为抗争中医废止的主要推力。

民国时期中医废止思潮起伏，陆渊雷通过发表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