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 1 

科协系统先进工作者推荐对象基本情况及主要事迹（文碧玲） 

姓 名 文碧玲 性 别 女  

民 族 汉族 出生日期 1962.12.24 

籍 贯 湖南省株洲市株洲县 户 籍 地 北京 

政治面貌 民盟 身份标识 
干部、专业技
术人员 

学 历 博士研究生 学 位 博士 

证件类型 身份证 证件号码 420106196212244461 

工作单位 中国针灸学会 职 务 专职副秘书长兼学术部主任 

主要兼任
职 务 

兼职见后 行政级别 副处级 

专业技术
职 务 

研究员 技术等级 正高级（4级） 

职 称 研究员 职称等级 正高级（4级） 

参加工作 
日 期 

1985.7 从业状态 在业 

工作单位 
性 质 

学术社团 
工作单位
行业系统 

医疗卫生 

工作单位 
隶属关系 

中央 
工作单位 
行政区划 

北京市东城区 

工作单位 
地 址 

北京市东城区东直门
内南小街 16 号大白楼
534 室 

工作单位 
邮 编 

100700 

工作单位
联系电话 

010-64030611 
个人联系
电 话 

13717818618 

主要事迹 

从 04 年至今，我到学会工作已逾 12 春秋，在科协主管部门及学会领导的支持

和培养下，从一名专业技术人员转型为学会专职干部，知识与管理互补，兢兢业业

工作，现将主要成绩汇报如下。 

一、推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实施创新驱动助力工程，为经济社会发展服务 

在推进“双创”方面，我集学会专家资源优势，为企业解决技术难题、为医院

提升专科专技服务，用知识服务社会，做大做强学会。 

1.2014 年我首次承接服务企业技术创新的项目，得到南京市科协的配合，与南

京小松医疗仪器研究所签订“企会协作创新计划”，研制“定量电针治疗产品”，帮

扶中小企业技术创新。我组织专家现场调研、测试、咨询、论证，对电针定量检测

方法和读取等关键技术提出解决方案，实现了电脉冲信号的检测和输出精准定量，

并为后期辅助设备的研发开拓了新思路，2016 年“电针定量治疗仪”通过验收。 



2.学会作为 2015 年度创新驱动助力工程试点，我与日照市科协、日照市中医

院友好洽谈，15 年底首个“学会日照专家工作站”挂牌，根据合作协议，2016 年

我先后组织专家 3 次赴日照，每次 1 周，参加临床一线查房、讲座，用“长圆针”

疗法治疗患者百余人，疗效显著，深受骨关节及韧带疾病患者的欢迎，手把手现场

培训基层医生 20 名，8 月中旬，我会中青会、针灸评估学术研讨将在日照召开。创

新驱动良好的合作机制和成果，将进一步推广复制，16 年底“衢江专家工作站”将

落户衢江区中医院，同时举办系列学术活动。 

二、开展国内外学术交流，创品牌，聚人才，促进学科学术发展 

学术交流活动是我主要负责的工作，平均每年组织全国或国际性学术活动约 20

项。在学会会长的领导下，努力提高服务意识，打造精品学术活动，营造了良好的

科学文化氛围。 

1.每 2 年一届“年会”和“中青年”突出特色。“年会”由院士引领，分享医教

研成果，以展览，继教、科普、评优等丰富的内容吸引会员，高规格、高水平、大

规模。10 年前不到百人的年会，2015 年飙升过千，学术气氛高涨。“中青会”专家

引导，创新思维，激发活力，如 2014 年 8 月十一届中青会，围绕医疗体制改革战

略，创新针灸服务模式主题，突出针灸治未病优势，推动针灸学科进步。《中国中

医药报》专版报道了“大针灸模式带动医院变革”的交流成果。 

2.2010 年至今已成功举办 3 届“全国中医药院校针灸推拿技能大赛”，推动针

灸教育改革，提升教学质量，培养实用型人才，获奖选手毕业到用人单位反响良好，

年轻教师带教更加规范。2013 年、2016 年积极创建“医教研产创新联盟”2 个，

建章建制，资源共享，一体化运作，艾灸、穴贴、针灸器械等创新产品日趋规范。 

3. 2014 年 5 月中美会议为会员在境内搭建了国际针灸学术交流平台，细致筹

备和精准服务，学科交叉和中西碰撞，《中国中医药报》以“世界针灸邂逅中国针

灸”为题专版报道，《中国日报》和搜狐、新浪等媒体跟踪报道。响应国家“一带

一路”号召，每年为会员参加世针联境外国际会议服务。 

三、主持完成科协“提能”、“承能”、“创助”项目 9 项 

抓住改革机遇，承接转移职能，以针灸标准为切入点，学会承担国家针灸技术

标准和规范制定，现已颁布针灸《国家标准》29 项，《针灸临床实践指南》20 项，

研究国际组织标准 4 项，ISO 国际标准 2 项，在研 5 项，WHO 西太区标准 1 项，

在中医药行业独占鳌头。我主持在湖北、安徽、天津、广州、北京、香港建立针灸

标准示范基地 6 个，完善基地管理、运行和评估机制，策划针灸技术操作规范光盘

制作，年均举办针灸标准培训班 6 期，宣贯推广，培养人才，在全国学会起到了示

范作用。 

在独立第三方评价体系构建，互联网+会员管理与服务，O2O 学术交流 SOP

模式等方面积极探索，为会员高效便捷服务，为政府建言献策。提交了《中医针灸

科研项目第三方评估体系建立可行性调研报告》，撰写了《针灸学科发展报告》等。 

四、主持完成科协科普专项 2 项 

以行西部、进社区、到医院等多种形式，制作科普宣传光盘，邀请权威专家指

导，成立青年科普志愿团，年均开展科普活动 3-5 次，以星火燎原之势辐射基层，

为提高全民健康服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