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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位谋划部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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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拥有我国首批
中医学部委员、首批中医教材、首批中
医师资、首批外国留学生。

近年来，江苏省高位推动中医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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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健全服务网络，完善中医药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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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45个，中医医院（含中西医
结合医院） 191 所。中医实有床位
675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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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得36个全国综合医院中
医药工作示范单位称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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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3个市县获得全国基层中医药工作
先进单位称号，100%的乡镇卫生院和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建有中医馆，实现了
基层中医馆全覆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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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省实施

“星级”中医馆建设，通过创新基层医疗
卫生机构中医馆服务能力等级建设和管

理模式，推动中医药政策措施在基层的
落实，促进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提升
基层中医药服务能力，为中医药发展营
造良好氛围，让基层中医馆成为社区卫
生服务中心和乡镇卫生院的“明星科
室”，成为群众家门口的“微型中医
院”。目前，全省已建成三级中医馆
737个、四级中医馆276个、五级中医
馆96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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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局建设省中医药流派研
究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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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个全国名中医传承工作室、81个
全国名老中医药专家传承工作室、44个全
国基层名老中医药专家传承工作室和
1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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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医药传承创新中心建设单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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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个、省中
医临床创新中心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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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开展中医药临床
和基础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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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459人，拥有
院士1人、国医大师6人、全国名中医7
人、全国中医药高校教学名师3名、岐黄学
者8人、全国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继承
工作指导老师264人次、全国优秀中医人
才14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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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省西学中高级人才70人、基层卫生技术
人员中医药知识与技能培训5000余人。

抗击新冠肺炎疫情，贡献中医药力量

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江苏省中医
药管理局在抗疫过程中发挥好中医药特
色优势，勇于担当，一体化推进“防、治、
康”，打出中西医结合“组合拳”，为全国抗
疫大局作出了“江苏贡献”。

率先在隔离点等重点人群中实施中
医药预防。在隔离点全面推广中医药制剂
预防新冠病毒感染，隔离人员全部实行中
医药干预，累计在集中隔离点免费发放中
药汤剂600万余份，全省隔离点中医药使
用率为95%以上。

率先建立新冠病毒感染病例中西医
专家联合巡诊会诊工作机制。成立283人
省级中医应急专家组，派出11批次3895
人次参加省内外疫情救治和指导工作。对
定点收治医院实行“中医药进驻”，进驻1
名以上高年资中医医师。建立新冠病毒感
染重症病例中西医专家联合巡诊会诊工
作机制，省级中西医专家分5个片区每周
1轮开展全覆盖现场巡诊；市级中西医专
家每周2轮开展全覆盖现场巡诊。

发挥江苏地域中医流派特色研发针
对性方剂。组织中医药专家联合攻关，形
成《中医药治疗Delta新冠肺炎专家共识》
并由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发布，向全国全面
推广实施。

率先在全省范围内实现中医药康复
全覆盖。在国内率先将三级中医医疗机构
改建成为新冠肺炎患者康复定点医院。开
展综合康复医疗，确保确诊和康复患者中
药参与率双百目标实现。全省中医馆均开
设了新冠防治和康养门诊，基层中医馆成
为满足老百姓就近就便康复的首选，集中
康复患者中药参与率均为100%。

紧急启动抗疫科研攻关并取得重要
成果。强化中西医科技协同攻关，组建高
水平的科研攻关团队，先后投入近500万
元立项支持本土10多个中医药应急课题

研究。成功获得国家中医药管理局“新冠
肺炎中医药应急专项”立项，从预防、治
疗、康复等三个阶段“一体化”评估分析中
医药防治效果。

传承民族瑰宝，弘扬中医药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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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非物质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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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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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有全
省海外中医药中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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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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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中医药江苏中医药江苏中医药:::
发挥特色优势发挥特色优势发挥特色优势 服务百姓健康服务百姓健康服务百姓健康

积极推动中医药文化进校园，播撒
中医药传承发展的种子。

中医特色疗法护佑百姓健康

南京市中医院新貌

江苏6位国医大师

广药集团董事长李楚源： 多措并举深挖老字号富矿
2023年是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的

开局之年，稳经济、促消费既是政府工作的重中
之重，也是人民的殷切期望，如何让经济高质量

发展成为2023年两会的热议话题。第十四届全
国人大代表，广药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李楚源
提出了振兴中华老字号的建议，建议多措并举挖

掘中华老字号富矿，以“金字招牌”带动品牌强
国，传承优秀传统文化的同时，拉动内需、扩大
消费、提振经济。

“促消费、扩内需”“带动经
济高质量发展”成为全国两会高
频热词。李楚源结合过往老字号
的发展情况，提出“大力推动中
华老字号的高质量发展，打造拉
动经济发展的又一强力引擎”。

据商务部监测，2022 年，
近 35%的中华老字号企业年销
售额超过1亿元，突破1000万
元的占 7 成以上，为扩大内
需、拉动经济贡献了积极力
量。今年春节假期，老字号线
上消费超过 3亿元，同比增长
约5%，展现着“中国精品”在
市场经济上的独特活力。

广药集团是全国首屈一指的
制药企业，是一个老字号“富
矿”，旗下拥有 12家中华老字
号，其中10家逾百年历史，于
2021年成为首家以中医药为主

业进入世界500强的企业。其中，
王老吉拥有195年的品牌历史，连
续十年实现主营业务双位数增长，
是国内为数不多的销售收入超过百
亿元的百年品牌。

老字号在品牌竞争发展中有先
天优势，在实践中摸索、创造出民
族品牌特色发展之路。王老吉挖掘
品牌蕴含的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
打造“吉文化”，让王老吉成为人民
吉祥欢聚时刻的必备品。在中国特
有的凉茶品类下，聚焦健康饮品，
打造多元化产品，利用数字化生态
系统柔性定制满足消费者需求，引
领健康植物饮料消费潮流，实现文
化传承和经济增长两驾马车齐头
并进。

在一个行业、一个产业的整体
发展中，以龙头带动，发挥集群集聚
效应，可以形成更多辐射能力，挖掘
更大的经济发展空间。为此，李楚
源建议，分级分类匹配资源，培育一
批老字号龙头品牌，着重支持百亿
元级中华老字号企业发展，形成梯
队引领中国品牌高质量发展。

广药集团正在以“一品牌一方
案”来振兴旗下中华老字号。如何让
中华老字号实现高质量发展，从十
亿元到百亿元，从百亿元到千亿元，
并在国际舞台上与世界一流品牌竞
争，是时代赋予老字号的重要使命。

同时，老字号与时代、家国同频
共振。王老吉“造血式”帮扶贵州刺
梨和广东荔枝产业，推出刺柠吉、荔
小吉系列产品，助力贵州刺梨产业
跃升为百亿元特色优势产业、带动
180万果农脱贫增收，延长广东荔
枝产业链、助推“百千万工程”。“刺
柠吉”“荔小吉”的诞生，也给王老吉
这一百年品牌带来更多的新生品牌
活力。

“面对这座富矿，我们有信心、
有决心、有方法、有能力把它开采
好，深挖价值，让这些流传下来的金
字招牌在中国高质量发展中担起更
多的核心力量。”李楚源表示。

引领中国品牌高质量发展

老字号不仅是经过百余年市场检
验、消费者认可的中国商业精髓，更是
中华优秀文化的基因符号。近年来，众
多中华老字号加速年轻化发展，不断
探索新玩法、新产品，如王老吉在时
尚、健康理念下加强品牌年轻化动作，
推出“百家姓氏罐”、与文创IP国家宝
藏等创新营销，用年轻人喜爱的方式
传承“吉文化”，在造就品牌高质量发
展的同时也反哺民俗文化。

商务部数据显示，在新中国成立
初期，中华老字号企业有1.6万多家，
2006年、2011年商务部两次认定了
中华老字号企业1128家。

商务部等部门多次印发相关政策
引导、保护老字号发展。今年2月，商
务部会同文化和旅游部、市场监管总
局等五部门联合印发了《中华老字号
示范创建管理办法》，旨在进一步传
承、推动老字号创新发展，聚焦充分发

挥老字号在消费促进、民族自信等方
面的示范引领作用。

李楚源建议，要从政策、品牌管
理、消费、数字化和国际化等方面多措
并举推动中华老字号发展，集中力量
办要事，以行业政策牵头，以龙头企业
高质量发展带动老字号行业发展。

瞄准这座富矿的还有大量的海外
资本。自改革开放以来，海外资本就通
过投资、购买等多种方式，从中华老字
号上获利巨大，国外品牌运用中国文
化元素为其形象、产品加分赋能，其中
一些资本还希望能建立中华老字号品
牌交易所，买断中华老字号的品牌所
有权，也证明了老字号品牌的经济价
值。如何让中华老字号发展更上台阶，
把握老字号发展主动权、培育中华老
字号龙头品牌在国际舞台上与世界一
流品牌竞争，将成为新时代的新方
向。

中华老字号是文化富矿

王老吉在贵州省黔南州设立了刺柠吉生产基地促进当地经济发展，让农民工实现家门口就业。

王老吉姓氏罐、吉言罐

兔年春节期间广州花市王老吉备受关注

江苏持续加大中医药人才培养力
度，中医药队伍不断壮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