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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 告
  原公司员工周志刚
( 性 别 ：男 ，身 份 证
37078219******521X），
由于严重违反单位规章
制度，给单位带来重大
损害。
  根据《劳动法》规定
以及我公司《员工手册》
规定，与周志刚解除劳
动合同，解除劳动合同
时间为2024年10月20日。
  特此公告！
  浙江恒大网络工程
有限公司潍坊分公司
   2024年10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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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法德，潍坊市中医院原脑病科
主任。第三、四批全国老中医药专家
学术经验继承工作指导老师，全国名
老中医学术经验传承工作室指导老
师，全国中医药学会脑病专业委员会
委员，山东省名老中医药专家，山东省
名中医药专家。
  擅长：临床以治疗中风、失眠、眩
晕、头痛、癫痫、高血压，面瘫、帕金森
病、老年痴呆等神经内科疾病以及糖
尿病、肾脏病为主，尤擅长治疗中风。
  坐诊安排：
  潍坊市中医院西院区脑病科门诊
（周一、周三上午）
  潍坊市中医院西院区名医堂（周
六上午）
  潍坊市中医院国医堂（周二下午）

王法德

融汇中西医精髓

厚德博学铸精诚

　　1979年9月，王法德考取了山东中医学院（现为山东
中医药大学）中药方剂学专业硕士研究生，跟随周凤梧
教授学习，收获颇大。
  “当时可以说理论学习起点高，老师水平高，讲得
透，学得扎实；学习内容全面，涉及医、药、史、伦
理等，全面武装头脑；重点突出了对中药、方剂代表
性著作的系统学习。”王法德说，周凤梧教授知识渊
博、治学严谨，不仅有精湛的医术，还在泉城济南享
有很高的声誉。跟师三年期间，他侍诊左右，聆听教
诲，学习真传，周凤梧教授高超的医技和仁爱之心使
他终生受益。通过三年的研究生学习，他的中医药理
论水平和临床实践技能均得到很大提高。
　　1982年，研究生毕业后，王法德来到潍坊市中医
院内科工作，郝怀清、王宝光等老前辈具有丰富的

临床经验，是他学习的榜样，尤其是王宝光对中
风病的治疗积累了较为成熟的经验。作为一名

中医，他要把前辈的学术经验继承好、传
承好。

中西并重，优势互补

　　 在王法德看来，中医与西医
并非水火不容，而是可以优势互
补、共同发展的。
　　“中西医并重，重在优势互
补。中西医因诊疗的思路不同、体
系不同，在许多方面是可以互补
的。西医注重微观，注重解剖，诊
断疾病主要依靠实验室检查结果。
中医注重整体，注重功能，诊断疾
病主要依靠辨证论治法则。”王法
德说。

  “中医特色卒中单元”是王法德
根据多年中医治疗中风病的临床经验，

结合现代卒中单元理论提出的，他将中医
的辨证施治和整体观念及针灸、推拿、调
节情志等措施融合在一起，为中风病人提
供中西医结合的药物治疗、康复治疗等综
合措施，以降低死亡率、致残率，提高患
者的生活质量。
　　王法德常说，一名医生，仅有好的
医术是不够的，必须有良好的医德，要
有慈悲心、爱心、责任心和恒心。只有做
到医德并重，才能真正成为一代名医。

硕士学习，积累经验

  王法德
为患者把脉。

  王法德在名医
工作室进行示教。

　　王法德，人如其名，法
度严谨，德行高远。从医治
学56载，始于他对中医药学
无尽的热爱与追求。他推崇
中西医结合治疗，既继承于古
又不拘泥于古，不断创新，形
成了独特的学术思想和理论体
系，用自己的经历诠释了“锲
而不舍，金石可镂”的真谛。

□文/图 潍坊日报社全媒体记者 王路欣

　　潍坊具有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在医
疗卫生事业的发展历程中，名医辈出。从
古代名医的悬壶济世，到现代医者的精研
医术，每一代潍坊名医都以其精湛的医
术、高尚的医德，诠释了“大医精诚”的
深刻内涵。为深入挖掘潍坊名医的传奇故
事，方便群众看病就医，不断提高我市全
民健康水平，潍坊晚报特开设“潍坊名
医”栏目，让更多市民了解潍坊名医，共
同建设健康潍坊。

编者按

生活困苦，立志学医

　　今年76岁的王法德出生在昌邑一个
农民家庭，因生活困难，在亲戚朋友的
资助下才完成了初中学业。王法德回
忆，当时方圆几十里，他们村没有一
个卫生室，更没有一个大夫，老百
姓生病只能等，只能靠，既无钱
看，也无人看。
　　“在这种情况下，我有了学
医的想法。”王法德说，196 4
年，当时能上得起高中的人很
少，如果能上中专，可以得到部
分助学金。为此，他报考了山
东省中医药学校（现为山东中医
药高等专科学校），成为了村里
的第一位中专生。
　　进入中专，王法德踏入了中
医之门。从经典理论、中医基础
到临床实践，对一切都充满了新
奇，这充分激发了他学习中医的兴
趣。背经典、记方歌、认中药，因学
习刻苦，曾担任数门课的课代表。
“我记得在针灸学习中，还主动当模
特，这样能切身体会穴位、针感，为以后
的中医生涯打下了良好的基础。”王法
德说。

全科医生，锻炼成长

　　1968年中专毕业后，王法德被分配到原平
度县一家卫生院工作，成为该卫生院第一名中
医科班出身的全科医生。当时，该卫生院无中
医科，只有大内科，包括打针、清创、缝合等
都要自己动手，接触的病种多，动手机会多，大
大锻炼了他的业务能力。与此同时，王法德认
为，作为中医，首要学好经典，打下中医学的理
论基础。此外，把经典著作读熟、背熟，是学中
医的基本功。
　　“学习中医要做到学有重点。”王法德说，
医学著作浩如烟海，一个人的时间精力有限，欲
有所成，除学好经典外，还要重点学好中药、方
剂、中医基础、中医诊断、中医内科等中医基
础内容，做到一通百通。现在他每天仍学
习1-2个小时，雷打不动，节假日也不例
外。善学，既要主动学习、会学，还
要结合自己的专业领域，结合临证
所 见 ， 体 会 中 医 辨 证 施 治 的
精妙。
　　1972年5月，王法德被调到
当时的潍坊市医学科学研究所
工作，主要参与编写《赤脚医
生》杂志，一干就是七年。这
七年，他主要工作是到各医
院、赤脚医生处约稿，实地调
查病人，采集昌潍地区的老中
医、赤脚医生的经验，因此有
机会遍访名医。为了整理这些
经验，他翻阅大量文献资料，
重温经典理论，对中医理论有
了更深刻的理解。当时所里订阅
了日文杂志，为了分门别类，王法
德又开始自学日语，经过一年的学
习，他不仅能分类杂志，还能阅读日
文专业杂志，为以后考研打下了基础。

名医小档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