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紧抓时代机遇
推动中医药发展

中医药是中华民族的瑰宝。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遵循中医药
发展规律，传承精华、守正创新，加
快推进中医药现代化、产业化，推
动中医药事业和产业高质量发展。

江苏是中医药大省，历史悠久，
底蕴深厚，名医辈出。据不完全统
计，仅见于史料的江苏医家就有
4100多人，医籍3700多部。吴门医
派、孟河医派享誉全国，对中医药的
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江苏省是全
国最早开办中医院、成立中医院校
的省份之一,拥有我国第一批中医
学部委员、第一批中医教材、第一批
中医师资、第一批外国留学生。

近年来，江苏省大力推动中医
药事业发展，颁布出台《关于促进
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的实施意见》
《江苏省中医药发展战略规划
（2016－2030年）》《江苏省中医药
事业高质量发展行动计划（2019-
2022年）》《医疗保障支持促进中
医药发展若干措施》等政策文件，
实行《江苏省中医药条例》，在中医
药服务应用、人才培养、医保价格、
产业发展等方面推出利好政策，创
新体制机制，激发发展活力，为中
医药的腾飞插上翅膀。

服务全民健康
完善中医药体系建设

江苏省贯彻新发展理念，围绕

建体系、提能力、优服务、强管理，着
力在构建中医药新发展格局上争做
示范。以国家中医临床研究基地、重
点中医医院建设和中医药传承创
新工程等重大项目实施
为契机，大力推进省、
市、县三级中医医
疗机构建设，中
医药资源规模
进一步壮大。
目前，江苏省
拥有中医类
医 疗 机 构
2689个，中
医医院（含
中西医结合
医 院 ）197
所。中医实有
床位68988张，
中医医院房屋建
筑面积 529.98 万平
方 米 。三 级 综 合 医 院
100%建有中医科，建有全国综
合医院中医药工作示范单位36个。
中医“名院、名科、名医”战略成效明
显，构建了一批层次分明、特色明显、
功能互补的现代化中医医疗机构和
中医临床专科群。

建成全国基层中医药工作先进
单位 73个，98.4%的乡镇卫生院和
99.1%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建有中
医馆。全国百强县级中医医院排行榜
中，昆山、江阴、张家港、常熟市中医
院位居前4位。基层医院普遍开设中
医科，针灸、推拿、拔火罐、敷贴、熏

洗、刮痧等中医适宜技术颇受欢迎。
97%以上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乡
镇卫生院能够开展的中医药适宜技
术不少于6类，95%的社区卫生服务

站和村卫生室能够开展的
中医药适宜技术不少

于4类。
全 省 1.29 万

支家庭医生团队
全部能够提供
中医服务，共
签 约 3245.3
万人，一般人
群 签 约 率
40.3%，65 岁
以上老年人中
医药健康管理
率 达 71.32% ，

0-36个月儿童中
医药健康管理率达

79.16%。

坚持传承创新
培育中医药人才

江苏省坚持传承与创新双轮驱
动，大力实施中医药传承计划，强化
中医药科技创新体系建设。加强地方
学术流派、名老中医学术思想的整理
挖掘，吴门医派、孟河医派、龙砂医派
研究院相继成立。全省建有5个中医
学术流派工作室、6个国医大师传承
工作室、4个全国名中医传承工作
室、68个全国名老中医药专家传承
工作室、36个全国基层名老中医药
专家传承工作室和90个省名老中医

药专家传承工作室。
建有中国中医科学院首家分院、

江苏省中医药研究院、江苏省中医临
床研究院，拥有国家中医临床研究基
地2个、国家中医药管理局重点学科
35个、重点研究室14个，省级中医药
重点学科 20 个，新增建设单位 10
个。南京中医药大学、中国药科大学
中药学科入选“双一流学科”，形成一
批特色明显、具有一定优势的中医药
科技创新基地与学术发展平台。设立
中医药科技发展专项，系统开展中医
药基础临床研究。

中医药人才队伍不断壮大，全省
共有中医类别执业（助理）医师
34795人，拥有院士1人、国医大师6
人、全国名中医4人、全国中医药高
校教学名师3名、岐黄学者7人、全国
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继承工作指
导老师 200人、全国优秀中医人才
101人、全国西学中骨干人才25名、
全国中医药特色技术传承骨干人才
143人、国家中医药管理局重点学科
带头人35人、省级国医名师10人、
省级名中医534人、省中医药领军人
才59人、省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
继承工作指导老师154人、省西学中
骨干人才及基层卫生技术人员中医
药知识与技能培训4741人。

抗击新冠疫情
贡献中医药力量

2020 年初，疫情肆虐，湖北告
急。江苏省抽调440名中医药人员，
逆行出征，支援抗疫。2021年 7月，
南京突发新冠肺炎疫情,中医药参与
隔离点预防、 定点医院救治、出院
后康复全过程。

在国家专家组指导下，江苏省根
据地区气候时宜和病例症候特征，结
合国医大师周仲瑛治疫经验，拟定
《新冠肺炎中医诊疗方案》，指定全省
228个医疗机构和461名中医师负
责全省1000多个集中隔离点中医药
应用保障工作，确保隔离群众享有安
全有效的中医药服务。规范中医中药
使用流程，确保中药预防汤剂“应服

尽服”，中药汤剂在中医专家开出处
方4小时内，即送达患者床头。

救治过程中，中医药专家对患者
进行个性化辨证治疗，对轻型、普通型
病例人群早干预，实施敏感指标每日2
次监测，落实确诊病例“一人一方”“一
人一策”“每日中医查房”“每天大会
诊”等中医药救治办法和诊疗管理措
施。坚持中药主导，防止轻转重、阴转
阳等成效突出。在院治疗的确诊病例
中，中医药使用率为100%，无1例死
亡。开展“八段锦”“五禽戏”等中医健
身运动锻炼，助力患者康复。

弘扬优秀传统
传播中医药文化

江苏省持续加强中医药文化建
设，增强文化发展内生动力，推动中
医药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社会大众对中医药的认同度、信任度
不断提升。

加大中医药文化资源的挖掘、保
护和利用，入选传统医药类国家非物
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含扩展项
目）6项，入选省级项目55项,拥有省
级以上非遗项目代表性传承人 45
人。拥有首批国家中医药健康旅游示
范区1个、示范基地2个；全国中医药
文化宣传教育基地2个、省级基地11
个。以“中医药宣传月”、“中医药就在
你身边”健康巡讲、“岐黄校园行”、中
医药走进地铁公交、中医药文化科普
地图发布等为突出代表的中医药文
化科普活动全面深入开展，中医药文
化惠及千万群众，居民中医药健康素
养位居全国前列。

江苏中医药积极走向世界，目前
全省海外中医药中心增至10个，中
医药文化展在法国、比利时、马耳他
等国家相继举办，2家国家中医药服
务出口基地推动中医药惠侨、中医药
国际教育等深入开展，34家中医惠
侨基地以“侨”为桥，传播中医药文
化，中医远程会诊中心经常为海外华
人同胞提供远程服务，江苏中医药文
化魅力绽放海外。

（江苏省中医药管理局供稿）

重庆夜景重庆夜景

近几年，重庆旅游像火
锅 一 样 火 ，像 三 峡 红 叶 一 样
红。2017 年、2018 年，世界旅游业理事
会（WTTC）把重庆评为全球旅游增长最快城
市；2019 年荣获亚洲旅游“红珊瑚”奖——十大最受欢迎
文旅目的地殊荣、央视新闻称重庆是最宠游客的城市；2020 年
入选中国旅游研究院发布的“夜间经济二十强城市”；2021 年

“五一”“十一”假期重庆连续成为抖音平台上全国最受欢迎旅
游城市。我们可以通过 5 个关键词来感受重庆。

重庆是一座漂浮在温泉海洋上的城市，“山山有热
水，峡峡有温泉”。2012年，重庆被世界温泉及气候
养生联合会官方认定为“世界温泉之都”。目前，重
庆有温泉旅游景区景点、酒店、度假区40余个，每天
游客可承载量达40万人次。只要你愿意，在不远处就
会有一处温泉等着你。

在重庆，穿过一个个隧道，跨过一座座桥梁，就
是一片片阡陌田园，一座座宁静村庄，让人看得见
山，望得见水，记得住乡愁。重庆目前有全国乡村旅
游重点村35个、重点镇3个，市级乡村旅游重点村94
个；全国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示范区县12个、示范点
23个，市级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示范乡镇168个、示
范村471个、示范点666个。闲暇的时候，去这些美
丽的乡村享受恬静悠闲的乡村生活吧！

重庆整个城市的成长史，就是3000年与山水共舞的历史。各种移
民文化的交流融合，大山大水的自然环境，孕育了重庆人坚韧顽强、开
放包容、豪爽耿直的个性和文化，城市也弥漫着一种世俗而不世故的

“人间烟火气”。
来重庆，你可以欣赏到杂技《魔幻之都—极限快乐Show》、话剧

《雾重庆》、曲艺《记艺·山城》、芭蕾舞剧《胡桃夹子》以及《印象·武隆》
《烽烟三国》《归来三峡》《重庆·1949》《扯馆儿》《逗乐坊》等精彩的特色
驻场演出，从不同角度体验重庆。

重庆是一座站立着的城市，是一座永不视觉疲劳的城市。别
的城市“千城一面”，而重庆却是“一城千面”。两江环抱、山水
相拥，跨江大桥长虹卧波，轨道列车穿山越水，立交路桥层层叠
叠，高楼大厦鳞次栉比。山城夜景，更是令人留连忘返。

长江三峡是世界上最雄奇最壮美的大峡谷，也是中国最早推向世
界的旅游名片之一。重庆拥有34艘高星级游轮，组成了世界内河上最
大型、最舒适的游轮舰队。乘游轮游三峡,会让人有一段愉快的旅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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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文化和旅游发展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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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中医药事业高质量发展

江苏全面加强中医
药人才培养，打造中医
药人才高峰。（图为江
苏6位国医大师）

江苏省中医医院建设发展迈上新台阶江苏省中医医院建设发展迈上新台阶 （（图为江苏省中医院图为江苏省中医院））

江苏中医药抗疫经验得到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全国推广（图为
2021年江苏中医药专家在南京市公共卫生医疗中心救治患者）

江苏积极推动中医药海外传播，扩大国际知名度。（图
为非洲记者团记者体验中医药特色服务项目）

江苏积极开展“岐黄校园行”活动，加强学生中医药文
化教育。（图为学生中医药文化兴趣课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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