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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主管 《中国中医药报》社有限公司主办

“中国中医药报官方号”

11 月 2 日，“杏林寻宝——第十一届
全国中医药特色技术演示会”在广东省中
医院举办，来自法国、西班牙、美国等国家
和地区的“洋中医”纷纷登台献宝，让杏林

“聚宝盆”更加流光溢彩。
“铛铛！”来自日本的献宝人藤本亮

治用“腹部打针术”敲打患者腹部，这
种通过轻轻叩打腹部治疗疾病的无创
疗法是藤本针灸的“独创”。作为十四
代传承的日本针灸医师，他不断复原、
改良日本流传久远的“打针术”，并与针
灸方法结合，形成新的治疗方法。藤本
介绍说，该疗法对婴幼儿感冒、哮喘等
有良好的疗效，也广泛适用于呼吸科、

骨科、内科等疾病治疗，颇受日本家长
青睐。

“应用筑宾穴可以有效预防流产，缓
解孕期腰痛”，活动现场，来自法国的献宝
人麦娜勒向大家介绍筑宾穴在法国的应
用情况。这个在国内临床不常用的穴位，
被法国产科视为宝穴，被认为能有效缓解
孕妇焦虑，有助于安胎。

在两个半小时的展示中，“洋中医”们
献上的“质量针灸”“体质状态灸”“不孕症
针灸”等疗法令人目不暇接，也给了很多
中国中医从业人员以启发。常年关注海
外中医药的旅法人类学家贺霆指出，国外
针灸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源于中医却又
不局限于中医，是中医学在国外本土化的
生动实例。

杏林寻宝活动开展 11 年来，首次邀
请“洋中医”来华献技，也是广东省中医院

在‘一带一路’倡议下，深化中医药国际交
流的一次尝试。“习近平总书记对中医药
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传承精华，守
正创新’，为中医药发展指明了方向，也是
本届杏林寻宝活动秉承的初心。”广东省
中医院院长陈达灿表示。

广州中医药大学副校长许能贵用“震
撼”和“高兴”来总结观看这次杏林寻宝活
动的感受：“我‘震撼’于欧美国家对中医

针灸研究的深入，很‘高兴’能看到传统中
医在国外焕发出新活力。”

此次活动还有 8 位国内献宝人登台
亮相，他们带来的对应疗法、刘氏针法、舍
岩新法、伤寒钤法、谢氏综合疗法等特色
疗法，让现场的观众们耳目一新。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规划财务司、《中
国中医药报》社相关负责人，广东省中医
药学会会长吕玉波等出席活动。

““洋中医洋中医””携绝技献宝杏林携绝技献宝杏林
本报记者 李 娜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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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入学习贯彻落实全国中医药大会精神
地方党委政府推动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

学习贯彻全国
中医药大会精神 ⑤

金秋十月，中医药事业发展站上了历
史新台阶。

全国中医药大会召开，习近平总书记
作出重要指示，李克强总理作重要批示，

《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促进中医药传承
创新发展的意见》发布，中医药的地位提
升至前所未有的新高度，开启了新时代中
医药振兴发展的新篇章。

中医药行业如何贯彻落实大会精神，
抓住这一战略性发展机遇，开创中医药事
业传承创新发展新局面？本报邀请 8 位
卫生健康部门、中医药管理部门有关负责
人畅谈感想。

守正创新推动中医药管理

“总书记强调‘守正创新’的重要论述
回答了中医药发展的方向和道路问题。‘守
正’是基础，‘创新’是动力，只有在‘守正’的
基础上，不断‘创新’，拥抱现代文明，吸纳

科技力量，才能使中医药不断推陈出新，焕
发时代的魅力，实现永续发展。”江苏省卫
生健康委副主任、省中医药管理局局长朱
岷认为，“守正创新”的根本目的是为了更
好地推进中医药发展。作为中医药管理部
门，不管是传承，还是创新，都不能削弱中
医药主体意识和地位，要始终将是否有利
于发挥中医药特色优势，是否有利于提升
中医药临床疗效，是否有利于更好地满足
人民群众对中医药健康服务的需求作为衡
量标准，作为政策制订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如何将这一理念融入中医药工作？
四川省中医药管理局局长田兴军认

为，一是要做到管理“守正”，遵循中医药
的管理规律，建立健全符合中医药特点的
法规政策、评价体系和标准体系；二是要
做到教育“守正”，改革院校和师承教育，
强化中医思维的培养；三要做到中药“守
正”，强化中药材道地概念，推动中药质量
提升和产业高质量发展。

在创新方面，广东省卫生健康委副主
任、省中医药局局长徐庆锋分享了他的看
法，强调要创新中医药服务模式、评价体
系和文化传播模式，让中医药服务跟上时
代节奏并凸显特色优势，正确评价中医药
人才，引导更多具有真才实学的中医药人
才脱颖而出，创新中医药文化话语表达，
构建一套现代化国际化的话语体系和适
应新媒体的表达方法，讲好中医药故事。

贵州省中医药管理局局长于浩认为，
中医药管理思路的创新，对于推动中医药
发展至关重要。“创新中医药管理思路，就
是要求我们要解放思想、与时俱进，保持
对新事物、新技术、新业态的好奇心，在守
住根本的基础上，找准与中医药的结合
点，制定和完善政策，加快推进中医药现
代化、产业化发展，全力推动中医药事业
和产业高质量发展。”

河北省卫生健康委副主任段云波表
示，河北将以创新作为引领中医药发展的

主动力，补齐创新的短板，利用现代科学
技术成果，运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
等技术和工具，不断提升行业治理和研发
创新能力，持续推进中医药理论创新、技
术创新、产品创新，推动服务模式创新、体
制机制创新。

全力推进中医药现代化产业化

“当前中医药现代化进程日趋社会
化、平台化、国际化，创新要素跨行业、跨
领域、跨国界，政府或行业主管部门应该
建立与之适应的体制机制，打造新型研发
组织和创新模式。”陕西省中医药管理局
局长马光辉表示，在体制机制创新方面，
陕西省做了很多尝试。例如在 2018年新
建 25 个省级中医药重点研究室，打造新
型研发平台和团队；设立省级科研专项，
研究制定中医药科研评价体系，评价中医
药现代化成果和问题。（下转第二版）

扛起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新使命
——各地中医药管理部门负责人谈学习贯彻全国中医药大会精神

本报记者 黄 蓓

中医药行业积极学习贯彻全国中医药大会精神

本报讯 10 月 31 日，山东省副省长
孙继业前往山东省中医药研究院、山东中
医药大学附属医院调研，并召开全省中医
药事业发展座谈会。

在山东省中医药研究院，孙继业先后
到中心实验室、院史馆、中药制剂研究室
等实地考察，勉励工作人员大力开展科研
创新，加快成果转化步伐。在山东中医药

大学附属医院，孙继业先后来到脑病二
科、中医经典科、治未病中心等进行实地
调研，实地察看了医院手术中心、山东省
骨伤医院和科研教学楼建设规划设计效
果展示，要求要充分发挥中医药简、便、
易、廉的特色，整合优势医疗资源，提高在
全国的影响力。

现场调研结束后，孙继业在山东中医

药大学附属医院召开了全省中医药事业
发展座谈会，孙继业听取了省卫生健康
委、山东中医药大学、山东中医药大学附
属医院等单位工作情况汇报，对做好当前
中医药工作提出了要求。

孙继业指出，近期，全国中医药大会
召开，《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促进中医药
传承创新发展的意见》发布，对新时代传
承创新发展中医药的重点任务做了部署，
将中医药的地位提升到了前所未有的高
度。要深刻认识和把握中医药振兴发展
的良好机遇，把思想统一到党中央、国务
院的部署上来，抢抓机遇、乘势而为，进一

步增强做好中医药工作的责任感和使命
感，扎实推动中医药强省建设。他要求，
要认真贯彻落实全国中医药大会精神，抓
好会议精神的学习贯彻和宣传解读，统筹
做好各项重点工作。要找准做好新时代
山东中医药工作的着力点，把推进中医药
传承创新发展和助推新旧动能转换、促进
医养健康产业发展、实施健康山东建设、
深化医改、构建优质高效医疗卫生服务结
合起来，不断推进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

山东省政府办公厅副主任张连三，省
卫生健康委党组书记、主任袭燕，省中医
药管理局局长孙春玲陪同调研。（刘 超）

山东省副省长孙继业调研中医药工作

本报讯 （记者秦宇龙）10 月 30~31
日，海南省人大常委会委员、教科文卫工
委主任李建保、省人大常委会委员吴明，
带领省人大专题调研组赴海南屯昌、琼
中、五指山等市县，对海南中医药事业发
展情况进行专题调研。

调研期间，调研组组织传达学习了习
近平总书记关于中医药工作的重要指示、
李克强总理重要批示和全国中医药大会
精神，深入学习《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促
进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的意见》，宣传督
促各地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医药

法》。调研组深入各地人大、政府机关，各
中医医疗机构，各中药种植加工企业和农
户，现场座谈、现场调研，了解海南省中
医、中药事业建设发展情况，研究促进海
南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的办法路径。

近年来，在省委的正确领导下，在省

人大、省政府的关心支持下，海南省中医
药事业得到快速发展，向着人人基本享有
中医药服务目标迈进。中医医疗服务体
系初步建立，中医药健康服务业发展后劲
凸显，中医药防治和治病水平有较大提
高，在防治常见病、多发病等方面发挥了
独特优势，在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防
治重大传染病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海南省中医药管理局局长徐清宁陪
同调研。

海南省人大常委会调研中医药事业发展情况

药为医所用，
医因药而存。作为
中医临床用药的主
要形式，中药材质
量与中医临床疗效
息 息 相 关 。 俗 话
说 ，药 对 方 ，一 碗
汤。若药不灵，纵
然切脉准，方子好，
中医药的疗效依然
无法充分发挥。最
终伤害的，则是信
中医、用中药的百
姓，更将影响到中
医药传承创新发展
的根基。

新中国成立以
来，我国中药材生
产发展迅猛，500多
种中药材成功实现
了人工种养，基本
满足中医药临床用
药、中药产业和健
康服务快速发展的
需 要 。 而 与 此 同
时，中药材质量问
题日益严峻，备受
关注，以次充好、以
假乱真屡有发生。
数据显示，2018 年
国家药品抽检总合
格率为97.1%，其中
中药饮片专项合格
率仅为87.8%。

《中共中央 国
务院关于促进中医
药传承创新发展的
意见》将“大力推动
中药质量提升和产
业高质量发展”列
为六项重要任务之
一，提出要“加强中
药材质量控制”“促
进中药饮片和中成药质量提升”“加强中药
质量安全监管”，正是旨在优化中药质量，
让百姓吃上放心好中药的针对性举措。

保障中药质量，须从源头抓起。不同
于一般的农副产品，中药材具有农产品和
药品的双重属性，源头监管尤为重要。种
植是中药产业的“第一车间”，《意见》对中
药材的种质、土壤、气候、加工等提出要
求，“推进规模化、规范化种植”“修订中药
材生产质量管理规范，推行中药材生态种
植、野生抚育和仿生栽培。”有助于稳定中
药材质量。

除了把住生产源头的质量关，更要把
住流通环节的监督关。“以中药饮片监管
为抓手，向上下游延伸，落实中药生产企
业主体责任”，就是要形成共推机制，促进
中药全产业链管理模式的建立和巩固，避
免不合格的中药材流入医疗机构或中药
制剂生产企业。“探索建立中药材、中药饮
片、中成药生产流通使用全过程追溯体
系，用5年左右时间，逐步实现中药重点品
种来源可查、去向可追、责任可究”，当中
药材从生产到消费都能全程监控、全程追
溯，做到来源可查、去向可追、责任可究，
自然就能保证流通到群众碗中的每一颗
中药都明明白白。

合理、完善的标准体系也是保证中药
饮片质量的关键。当前普遍使用的《中华
人民共和国药典》2015版中，部分标准的检
测项目和指标尚不完善，或未充分考虑炮
制工艺，《意见》指出“加快修订《中华人民
共和国药典》中药标准（一部）”“建立最严
谨标准”，正是完善标准体系、确保饮片质
量的重要支撑。而针对中药饮片地方炮制
和习用特点，“各地各法”导致饮片炮制不
统一，质量标准不统一，“健全中药饮片标
准体系，制定实施全国中药饮片炮制规
范”，统一标准、统一规范，让不法商贩无计
可施，无机可乘。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也养一方药材。
作为我国传统优质中药材代名词，道地药
材素有“非道地药材不处方，非道地药材不
经营”的美誉。“规划道地药材基地建设，引
导资源要素向道地产区汇集”，可解决当下
盲目引种、种质混乱等问题，有助于优化全
国生产布局，鼓励在道地产区和主产区优
先发展道地优质药材，让道地药材更道地，
争取“到2022年，基本建立道地药材生产技
术标准体系、等级评价制度。”

我们有理由相信，随着《意见》的深入实
施，人民群众药匣子里的安全将进一步得到
保障，真正实现让百姓放心吃上好中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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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法国的献宝人梅斯特雷演示针灸治疗不孕症。

王琦：
传承发展有纲领
道经千载更光辉 … 3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