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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阳加快推进仲景文化
国际化、产业化、现代化

第十六届张仲景医药文化节开幕 签约投资364.41亿元
本报讯 （记者刘 旸 乔晓

娜）2月27日，第十六届张仲景医
药文化节暨全球中医药高质量
发展论坛在南阳市开幕。本届
文化节以“弘扬仲景文化——国
际化·产业化·现代化”为主题，
旨在以文化节为契机，推介南阳
中医药优势资源、引进中医药优
质项目落地，让南阳中医药更好

地走向全国、走向世界。第十三
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
国红十字会会长、中国科学院院
士陈竺宣布文化节开幕并作主
旨演讲。河南省卫生健康委主
任黄红霞参加开幕式并讲话，副
主任李红乐参加开幕式。

开幕式上，南阳市市长王智
慧为张仲景经方阁俄罗斯联邦

诊疗中心、日本诊疗中心、越南
诊疗中心授牌，并为南阳张仲景
中药材市场揭牌。相关活动现
场共签约项目 58 个、投资总额
364.41 亿元，其中产业类项目 44
个、投资总额291.28亿元，中医药
类项目 14 个、投资总额 73.13 亿
元。

本届文化节还设置了第二届
医圣拜谒大典、仲景大健康产业
博览会、经贸洽谈暨项目签约活
动、第十一届仲景论坛、全球中
医圣地高质量发展论坛、道地宛
药高质量发展论坛和其他分项
活动。

黄红霞说，长期以来，南阳
市以仲景文化为引领，持续擦亮
全球中医圣地、全国中医高地、
全国中医药名都“两地一都”品
牌，中医药文化、事业、产业发展
势头强劲。这次文化节重在宣
传推介中医药发展成果、特色优
势和产业政策，搭建招商引智合
作交流平台，以现代科学技术推
动仲景文化国际化传播，对于凝
聚发展共识、深化交流合作、加
快中医药强省建设具有十分重
要的意义。

近年来，南阳市的国家中医
（骨伤）区域医疗中心建设进展
顺利，张仲景经方传承挖掘应用
及转化重点研究室被确定为国
家中医药管理局重点研究室建
设项目，创新推出“万名中医师
家庭签约服务”、中医药文化夜
市、中医药智慧溯源平台等一系
列新举措，持续举办10届仲景论
坛、6 届中国艾产业发展大会、4
期仲景书院等，认定传承 4 代以
上中医世家39家，河南国医学院
2024 年秋季开始招生，南阳艾产
业占据全国 70%市场份额，成为
全省乃至全国中医药传承创新
发展的排头兵。

南阳市还培育出了以宛西药
业为代表的现代中医药企业 55
家，特色诊疗、医养康养、药膳等
新业态发展迅猛。2023 年，全市
中药产值达到 400 亿元，上榜中
国中药产业综合实力30强城市。

全省中医药强省建设大会召开

坚持守正创新坚持守正创新 抢抓历史机遇抢抓历史机遇
在中医药高质量发展上走在前担使命起高峰在中医药高质量发展上走在前担使命起高峰

本报综合报道（河南日报记者冯
芸 马 涛）2月27日，全省中医药强省
建设大会在郑州市召开，深入学习贯彻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中医药工作的重要
论述和视察南阳时对中医药工作作出
的重要指示，就推进中医药强省建设进
行动员部署。河南省委书记楼阳生，国
家卫生健康委党组成员、国家中医药管
理局党组书记、局长余艳红讲话。省长
王凯主持，省政协主席孔昌生出席。

楼阳生为河南省中医药管理局、河
南省中医药科学院揭牌。大会发布了
河南省道地药材目录、道地药材规范化
生产基地和首批优质中医学术流派资
源普查名单，郑州市、南阳市、省卫生健
康委、省农业农村厅、河南中医药大学、
河南羚锐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作交流发
言。

楼阳生指出，中医药学是中华民族
的伟大创造，千百年来为中华民族的繁

衍生息、中华文明的绵延传承、世界文
明的发展进步作出了重要贡献。河南
作为中医药文化的重要发祥地和中医
药大省，要在深学细悟习近平总书记关
于中医药工作的重要论述中把牢根本
遵循，在准确把握我省中医药发展态势
中坚定信心决心，在积极抢抓中医药高
质量发展机遇中赢得战略主动，进一步
强化使命担当，努力走在前、挑重担、起
高峰，奋力开创我省中医药发展新局
面。

楼阳生强调，要突出特色优势，抓
实重点任务，着力补短板、强弱项、扬优
势、激活力，全方位全周期保障人民群
众健康，加快建设中医药强省。

一要打造中医药科技创新高地。
坚持守正创新，高标准起步、高质量建
设省中医药科学院，建强创新平台，聚
力科研攻关，传承创新经方，深化中医
药基础理论、诊疗规律、作用机理的研

究和阐释，鼓励多学科交叉融合，全面
增强中医药科技创新能力，不断提升中
医药核心竞争力。

二要打造中医药医疗服务高地。
充分发挥我省中医医院体量较大、专科
较强的优势，支持国家中医医学中心创
建，推进中医类国家区域医疗中心建
设，提升改善各级中医院办院条件，全
面加强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服务能力建
设，构建“全省有高峰、各市有高地、县
县有特色”的中医药服务体系。

三要打造中医药产业发展高地。
强化产业链群思维，彰显道地药材优
势，实施龙头培育工程，大力发展“专、
精、特、新”中药企业，壮大豫产中药集
群，融合发展新兴业态，打造更具竞争
力的特色支柱产业。

四要打造中医药人才集聚高地。
遵循中医药人才成长规律，健全理论与
实践相结合的中医药人才培养机制，着

力引育高层次人才，提升院校教育质
量，创新师承教育模式，源源不断培养
兼具过硬中医本领和现代科学素养的
高素质人才队伍。

五要打造中医药文化传承高地。
把弘扬中医药文化作为文化强省建设
的重要内容，全方位融入“行走河南·
读懂中国”品牌塑造，深化中医药文化
研究阐释，促进融合赋能，拓展交流合
作，不断提升中医药文化生命力、影响
力。

楼阳生强调，要加强党的领导，省
卫生健康委、省中医药管理局切实扛起
职责使命，省中医药工作领导小组加强
工作统筹，各级党委和政府履行好主体
责任，完善管理体制，强化政策支持，持
续深化改革，建立健全符合中医药发展
特点的管理体系、评价体系、标准体系，
走出具有河南特色的中医药高质量发
展之路。

余艳红指出，河南省委、省政府高
度重视中医药工作，近年来不断加强顶
层设计，健全服务体系，强化科技创新
和人才引育，大力发展中医药产业，跑
出了中医药高质量发展的“加速度”。
希望河南以本次大会召开和省中医药
管理局、省中医药科学院揭牌为契机，
全面加强党对中医药工作的领导，进一
步建立健全中医药管理体制机制；完善
中医药服务体系建设，进一步强化优质
中医药服务供给；做大做强中药产业，
进一步提升对经济大省的贡献度和显
示度；强化中医药文化建设，进一步探
索创新性发展、创造性转化的新模式；
强化中医药教育、科技、人才协同，进一
步为中医药强省建设赋能增效。国家
中医药管理局将在更大力度、更高层面
上予以支持，助力河南中医药强省建
设，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作出新的更
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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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乔晓娜 通讯员王
涛 匡文红）2 月 27
日，正值第十六届张
仲景医药文化节期
间，河南省备案制剂
服 务 平 台 正 式 揭
牌。该平台对已经
纳入河南省医保目
录的备案制剂提供
调剂配送服务。

2020年，河南省
药品监督管理局出
台的《关于规范医疗
机构中药制剂调剂
使用管理的通知》
提出，符合调剂品种
要求的制剂可在全
省同一专科协作网
络、科研协作单位、
对口支援单位、医联
体、医共体、区域中
医专科诊疗中心调
剂使用，由调出方向
省药品监督管理局
提出制剂调剂使用
申请，省药品监督管
理局在接到申请材
料后对申报资料进
行审查，符合规定的
核发医疗机构制剂
调剂使用批件。目
前，河南省备案制剂
服务平台对已经进
入河南省医保目录
的备案制剂可提供
调剂服务。

该平台是由中
国中医药研究促进
会、河南省南阳张仲
景基金会及多家市
中医院等共同发起
成立的，旨在整合省
市中医药资源，打造
共创、共建、共享服务型平台，为
实现中医药强省贡献力量。

中药制剂备案、配送是打通
院 内 制 剂 调 剂 的“ 最 后 一 公
里”。为了快速实现中药制剂备
案产业化，河南省备案制剂服务
平台应运而生。该平台成立后，
在国家法律法规框架内，开展制
剂备案、委托生产、调剂配送等
业务，并将定期举办备案制剂成
果展示暨推广大会，评选年度优
秀制剂，评选年度优秀科研人
员、科研团队。该平台还将拿出
每年收入的 1%设立“验自堂优
秀备案制剂奖励基金”，奖励在
备案制剂成果转化及推广中有
突出贡献的科研人员、科研团队
及所在医院等。

→ 2 月 28 日，在南阳药益宝艾草制品有限公司，工作人员向来自国
外的参观者介绍艾草制品生产工艺，参观者同工作人员探讨交流日本居
民使用艾灸的情况，并展示在日本流行的麦粒灸。据了解，为让南阳中
医药更好地走向全国、走向世界，2 月 28 日，第十六届张仲景医药文化节
期间，主办方组织与会嘉宾参观艾草制品生产企业。 乔晓娜 刘 超/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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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阳洛阳：：国家区国家区域医疗中心建设域医疗中心建设
实现实现““三个提升三个提升””

本报记者 刘永胜 刘 旸 通讯员 刘晓飞 高 歌

国家区域医疗中心建设以来，洛
阳市借助“国家医疗队”优势，采取“五
平移+五延伸+一融合”合作方式，加
快输出医院与项目医院同质化发展。

2023年7月1日、8月1日，东直门
医院洛阳医院、西安交通大学第二附
属医院（以下简称西安交大二附院）洛
阳万安院区相继开诊运营。洛阳市在
国家区域医疗中心建设方案的基础
上，确定了“五平移”，即科学管理平
移、临床技术平移、医疗质量平移、科
学研究平移、教育培训平移；“五延
伸”，即大学附属医院理念延伸、高精
尖技术延伸、质控中心延伸、省市级实
验室延伸、教育技术延伸；“一融合”，
即医院文化融合的建设思路，并逐步
提升国家区域医疗中心的运营管理水
平、科研创新能力和学科建设水平。

完善合作机制
实现同质化运营管理

2024 年 1 月，洛阳市卫生健康委

党组书记、主任李金乐在全省卫生健
康工作会议上介绍，洛阳市在国家区
域医疗中心建设过程中，探索经济管
理共享模式，打造了以患者为中心的
智慧后勤综合管理平台。

中医（脑病）国家区域医疗中心
启动建设以来，东直门医院洛阳医院
由东直门医院整体托管，实行“一套
班子、两块牌子、三个院区、独立运
营、统筹发展”的合作模式。截至目
前，已有近58名东直门医院专家进驻
东直门医院洛阳医院工作，在专业技
术、科研学术、学科建设等方面持续
倾力引领。东直门医院洛阳医院也
选派了 59 名医疗骨干赴东直门医院
进修学习。东直门医院洛阳医院开
展首例卵圆孔未闭介入封堵术，填补
区域内空白；成功救治急性心肌梗死
患者，将 DTB（患者进入医院到开通
冠脉血管的时间）缩短至25分钟。

与此同时，作为国家呼吸区域医
疗中心输入医院的西安交大二附院，

已向西安交大二附院洛阳万安院区派
出多人组成的管理团队，派驻呼吸内
科、胸外科、消化内科、耳鼻咽喉头颈
外科等 10 余个重点建设专科高级职
称专家 60 余人，采取长期驻院、短期
交流、学术讲座、管理培训等形式，加
快实现与输出医院在“医、教、研、防”
等方面的同质化。在西安交大二附院
专家的指导及参与下，西安交大二附
院洛阳万安院区细化设置了肺小结
节、慢性肺病、戒烟、哮喘、睡眠5个亚
专科门诊，开设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
神经内科、消化内科、骨科、皮肤科等
疑难罕见病门诊，开展疑难危重症病
种 54 项；先后开展导航支气管镜技
术、支气管镜下冷热消融术等40余项
新技术，其中20余项填补了豫西地区
空白。

强化人才引进
提升科研创新能力

2023 年年初，中国工程院院士王

永炎传承工作室在东直门医院洛阳医
院揭牌，北京中医药大学中医脑病研
究院院长高颖受聘担任东直门医院洛
阳医院脑病中心主任。一年来，两位
高端人才的引入，已帮助东直门医院
洛阳医院通过中医、中西医结合方法，
治疗多名脑血管病、多发性硬化、周围
神经病变等神经系统疾病患者。

2023 年 2 月底，俄罗斯工程院外
籍院士徐林带领东直门医院洛阳医院
医疗团队，为脑瘫患儿实施了选择性
脊神经后根切断手术。

2023 年 7 月，东直门医院派肺病
科专家安鹏，帮助东直门医院洛阳医
院肺病科团队，确诊了一较为罕见的

“黏液表皮样癌合并肺结核”病例，成
功找到导致患者发热的“元凶”。

截至目前，国家呼吸区域医疗中
心创建了 5 个省级重点实验室，发表
SCI（科学引文索引）论文 62 篇，获省
医学科技进步奖 3 项；国家中医（脑
病）区域医疗中心创建省级工程研究
中心 1 个，实现成果转化收益 600 多
万元。成立毕利军教授工作室，引进
河南省 B 类、C 类高层次人才 8 人，填
补了市属医院 B 类人才引进空白；柔
性引进王永炎、徐林院士团队，成功
举办国家区域医疗中心创新发展大
会系列论坛。

（下转第2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