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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市高质量推动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综述

中医药是中华文明的瑰宝，是5000多年文明的结晶，在全民健康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如何把中医药这一
祖先留给我们的宝贵财富继承好、发展好、利用好，成为不容回避的时代考题。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指出，要推进中医药的现代化进程，促进其与现代社会相适应、与现代科技相融合；
并强调要加强中西医协同发展，实现中西医药相互补充、协调发展，形成更加完善的医疗卫生体系。这为我
们做好中医药传承创新工作指明了方向。

今年以来，我市以实施国家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示范试点项目为抓手，着力构建中医药发展大格局，立
足资源禀赋、文化特色、产业优势，着力开拓独具长治特色的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之路，深入挖掘中医药宝库
中的精华，推进中医药事业、产业、文化高质量发展，推动长治中医药走出太行山、走向全国。

中医药特色疗法深入人心中医药特色疗法深入人心

调查收集中医药文献调查收集中医药文献、、秘方秘方、、验方验方
和民间中医药技术方法和民间中医药技术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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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琦院士在市中医医院坐诊 中医医法研讨 中医服务丰富多彩 中医研学深受欢迎

市县乡村四级中医服务网络体系建设成效显著

长治市中医药文化主题公园建成长治市中医药文化主题公园建成 中医义诊持续开展中医义诊持续开展 中医师承中医师承 中医文化宣传中医文化宣传 中医文化进校园中医文化进校园

制度创新 激发中医药发展新动能

制度创新是推动发展的根本动力。
我市中医药资源独特而丰富，但中医药产业发展不够。如

何对症下药，激发中医药发展新动能？一年来，我市各级党
委、政府勠力同心，健全完善组织架构，出台系列利好政策措
施，全面推动中医药传承创新工作走深走实。

加强组织领导，高位推动实施。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项
目工作，将示范试点项目建设列为全市重点工作内点及重点
督查事项。市政府常务会议专题研究项目实施方案、中央财
政补助资金分配情况，成立由市政府主要领导为组长的工作
专班，出台项目实施方案，通过召开专题会议、工作调度会推
进会、开展实地调研等方式，调动全市 12 个县区全力推进，形
成市县上下联动、部门协同施策，高规格、深层次、多维度推进
工作模式。

注重部门协同，共同推进落实。由市委组织部牵头，全程
推动我市与北京中医药大学王琦院士团队进行合作签约，并
为 28名中医医疗专家颁发聘书、发放“太行英才”卡；医保部门
出台中医优势病种按病种付费、中医日间病房按病种付费试
点工作方案等一系列医保支持政策，将中医适宜技术纳入医
保支付试点范围；卫健、发改、财政、行政审批、园林、市政、河
道管理中心等部门群策群力，共同推动长治市中医药文化主
题公园建设和智慧医院建设；针对项目资金支出流程多、进度
缓慢的问题，财政、发改等部门特事特办、专事专办，根据项目
实际情况，采取简化资金支出流程、调整经济科目等方式，有
力推动项目资金执行进度。

实行专班运行，提高工作实效。市政府成立项目工作专
班，建立周报告、周统计、月调度工作制度。每周收集项目资
金执行进度，每半月收集各个项目任务进展情况，每月收集项
目落实情况。为加强项目资金管理，市财政局和市卫健委联
合对长治市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示范试点项目进行事中绩效
跟踪，实现了全流程、全周期的项目资金监管。

多管齐下 打造中医药发展新高地

培育壮大中医药产业和事业，既需要顶层设计，又需要润物
细无声。一年来，我市在中医药技术传承创新、中医药人才队伍
建设、中医药服务模式、中医药管理体系创新、中医药文化宣传
等各方面综合发力，让顶层设计在润物无声中悄然绽放。

中医药技术传承手段不断创新。在全市范围内开展收集
中医药文献、秘方验方、偏方等工作。发展壮大上党中医学术
流派，传承发扬师怀堂、刘绍武等中医名家的学术思想、临床
经验。建立两个市级、11 个县级师承教育基地，建立市级名中
医传承工作室 89个、县级名中医传承工作室 35个，构建多层次
中医药活态传承体系。

中医药人才队伍建设持续加强。与王琦院士团队合作建
立中医药治未病示范中心，柔性引进中医博士 17名，建立国医
大师名中医传承工作室 3 个、全国名中医传承工作室 5 个、省
级名中医传承工作室 22个。开展中医馆骨干人才培训 300人、
中医阁人才培训 240人、中医类别全科医生转岗培训 159人、非
中医类别人员西学中培训 387 人，今年，长治医学院首次成功
申报了中医学专业，招生 40 人。全市中医类别执业（助理）医
师 3378人，每千人中医类别执业（助理）医师达到 1.06。

中医药服务模式逐步完善。建设 8 个区域中医专科诊疗
专科中心和 8个中医优势专科集群，促进优质中医医疗资源扩
容和均衡布局；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乡镇卫生基层中医馆内
涵建设达 98.5%，加强 45 个星级中医馆建设、435 个中医阁建
设，基层中医药服务能力进一步提升；二级以上公立中医医院
全面实现检查结果互认；确定 26 个科室开展中西医协同示范
科室建设，落实有机制、有团队、有措施、有成效的中西医结合
医疗模式。

中医药管理体系创新有序推进。市委编办发文成立中医
药管理局；建立复合的中医药医保支付方式，30个主要采取中
医药治疗的病种纳入我市中医优势病种付费范围，实行按病
种定额付费；开展中医日间病房按床日付费试点工作；完善了
我市中医适宜技术门诊治疗纳入医保支付试点工作，扩大试
点医疗机构范围，同步放宽责任医师条件。

中医药文化宣传氛围日益浓厚。建成长治市中医药文化
主题公园，打造紫坊巷“中医药文化街”，多形式多渠道开展中
医药文化“六进”活动，建立中医药文化进校园科普基地，建设
11个中医药文化宣传教育基地、中医药知识角 60个，加大媒体
宣传，营造爱中医、信中医、用中医的浓厚氛围。

传承创新 擦亮中医药发展新品牌

推动中医药传承创新，长治的优势如何释放？
一年来，我市结合实际，有序推进杏林技术传承、太行英

才培养、服务模式创优、数智技术赋能、岐黄文化弘扬、管理体
系创新六大工程、十八个子项目建设，努力形成中医药传承创
新发展的“上党”品牌。

深入实施杏林技术传承工程。在全市范围内调查收集中
医药文献 30 余部、秘方验方 500 余张、偏方 400 余个、病案 127
个、手稿 7 本、古书籍 20 余本和民间中医药技术方法 40 余项。
围绕“针刺风府哑门技术”总结凝练中医药特色技术，正在起
草制定该技术地方标准。建设中医药与肠道微生态实验室，
正在开展 3 项课题研究，《基于心血管疾病防治的党参高值化
利用技术研究和产品研发》申报了省科技厅中医药科技创新
工程项目。建立“三部六病”医学流派长治传承基地，整理完
成王佐明等 7名省级名中医临床经验集。“栗氏疡瘤”学术流派
获批“山西省首批三晋中医学术流派”。产学研制剂项目中完
成 18 个品种的委托研发招标工作，20 个中药制剂的论证审
核。“扶阳解毒颗粒”“扶正感康颗粒”中药制剂已在省药监局
完成备案手续。建立市级名中医工作室 89 个，县区级名中医
工作室 35 个。建立 2 个市级 11 个县级中医师承教育基地，开
展师承教学和师带徒活动。

深入实施太行英才培养工程。柔性引进中医博士 17 名。
建立王琦院士为主任的长治市中医药传承创新治未病示范中
心。中医精准实验室成为山西省首批中医药重点研究室建设
项目。建立国医大师李佃贵、唐祖宣、吕景山传承工作室，全
国名中医阎小萍、冯五金、庞国明传承工作室。长治医学院成
功申报了中医学专业，今年招生 40人，长治市中医研究所附属
医院列为长治医学院附属医院。各县区派出 190 名业务骨干
外出参加培训，完成中医适宜技术培训 5000余人，借助京长对
口合作契机，柔性引进专家团队，派出 300 余名中医骨干进修
学习。开展高层次西学中骨干人才培训项目，西学中培训 397
人，实现中医医疗机构西学中全覆盖，综合医院等西学中人才
能力提升。

深入实施服务模式创优工程。积极推进脑卒中等 8 个中
医专科诊疗中心和心血管等 8个中医优势专科集群建设，学科
培育、人才培训、技术强化、学术凝练等工作有序推进。两所
市级中医医院加强中医经典病房建设。在二级及以上综合医
院、妇幼保健院确定 26 个科室积极开展中西医协同示范科室
建设项目。各县区持续推进中医馆内涵建设、星级中医馆、村
级卫生室中医阁建设。

深入实施岐黄文化弘扬工程。打造中医药文化街，建成市
级中医药文化公园，举办“长治市中医药文化宣传周”活动、敬
老爱老主题活动，持续开展中医药文化“六进”活动 1600余次，
潞州区在太西和延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建设了中医药健康养
老示范区，长子县在慈林镇九连环大院景区建设中医药主题
馆，各县区多形式、多渠道开展中医药文化宣传。

深入实施管理体系创新工程。制定出台医保支持政策，扩
大中医适宜技术试点范围，由二级以上医疗机构扩大到乡镇

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开展中医日间病房付费试点，对
面瘫病、腰痛、肩痹、中风、头痛、项痹 6种病种实行病种床日费
用总额控制。对咳嗽等 30个主要采取中医药治疗的中医优势
病种开展按病种定额付费试点。市级 2 所中医医院建立现代
医院管理制度、进一步优化绩效考核评价制度，3 家县区中医
院建立现代医院管理制度。

与此同时，深入实施数智技术赋能工程。2所市级中医医
院智慧医院可行性研究报告获批，各项工作有序推进。

随着“六大工程”十八个子项目的深入实施，中医药传承
创新发展的“上党”品牌日益闪亮。

勇破难题 积累中医药发展新经验

做深做实中医药传承创新工作，需要破解发展中面临的各
种问题。一年来，我市着力在体制机制创新上发力，上党中医
学术流派壮大、治未病示范中心扎实推进、中医药高端人才引
育破题、复合式中医药医保支付方式惠及百姓等亮点工作频
现，为接下来的工作积累了宝贵经验。

上党中医学术流派不断发展壮大。深入研究师怀堂、刘绍
武、李定明、赵永强、原培谦、王佐明、栗书元 7位中医名家的学
术思想、临床经验。建立了刘绍武“三部六病”医学流派长治
传承基地，通过与北京“三部六病”研究院合作共建的模式，将
其负责人长治籍马文辉教授引入柔性指导，从基础理论开始，
将“三部六病”的体系进行系统培训，完成《三部六病医学流派
的继承与创新-代表性传承人马文辉学术思想与经验总结》的
书稿。探索出了师怀堂新九针创新中医康复技术，取得很好
的临床疗效，并多次在各种学术会议上进行交流。建设流派工
作室，举办医学流派学术讲座、培训会，整理完成了王佐明等
名中医临床经验集，整理书稿《中研三老临证经验选》，“栗氏
疡瘤”学术流派获批“山西省首批三晋中医学术流派”。

治未病示范中心扎实推进。以组织机构定制化推动工作，
市政府柔性引进中国工程院院士王琦团队，采用订单式帮扶
模式，通过专家资源的精准对接和技术支持，建立长治市中医
药传承创新发展治未病示范中心，设立长治市传承创新治未
病示范中心领导组，由王琦院士担任主任，全面提升长治市治
未病综合服务能力。以建设方案标准化推动落实，采用“普
查-摸底-研究-干预-管理”的闭环模式高标准建设标准化的
治未病中心、睡眠中心、过敏中心，建设中医体质研究院，强化
科室内涵建设，将名中医门诊、专病门诊、儿童健康管理、流派
工作室均纳入到治未病示范中心建设，强化了治未病中医服
务能力，推动全市医疗服务模式转型升级。以组织实施专业

化推动落实，为确保全市中医体质流调筛查工作高效、有序开
展，牵头组建三级流调体系，上下联动组织实施；成立质控小
组，全程质控；开展了四区两县 9.9 万人中医体质流调筛查工
作。通过媒体宣传、现场体验等模式将治未病产品以及大健
康理念的普及，切实推动慢性病防治关口前移。

中医药高端人才引育破题起势。市委、市政府柔性引进
中医药高层次人才，与中国工程院院士、国医大师、北京中医
药大学终身教授王琦院士团队合作共建“长治市中医药传承
创新治未病示范中心”；建立国医大师唐祖宣、吕景山传承工
作室；与广东省中医院推拿科主任、广州中医药大学吴山教
授合作打造中医推拿区域治疗中心。引进 6 位博士专家团
队，建设中医药与肠道微生态协同创新实验室，开展科学研
究、科技创新和技术攻关。成立“李可中医药学术流派山西
长治传承基地”，成为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古中医科、广东
省中医院全国中医经典专科联盟单位。柔性引进中医博士
17 名，长治市为合作专家颁发了聘书和“太行英才”卡，提供
高铁、机场贵宾厅和酒店住宿、人才公寓、旅游景点、节日慰
问等专享服务，促进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同时借助京长对
口合作契机，北京对口合作医院为市县两级医院选派中医药
专家定期来院坐诊、查房指导、开展专题讲课、学术讲座、建
立名中医工作室，北京中医医院派驻专家分别任两所市级中
医医院的挂职副院长。

引领辐射带动，加强中医优势专科集群建设。做优做强
心血管、脾胃病、妇科、治未病、康复、肿瘤、风湿病、疼痛 8 个
中医优势专科集群，提升区域内整体中医专科诊疗能力，发
挥引领、带动和辐射作用。建立 42 个副理事单位，48 个成员
单位，常态化开展学科培育、人才培育、技术强化等工作；挂
牌以来组织专科集群召开学术会议 16 次，选派专家到成员单
位出门诊、查房指导等 63 次，培训成员单位人员 780 余名，通
过专家坐诊、现场教学、技术指导积极打造创新性贯通型中
医药服务模式。

复合式中医药医保支付方式惠及百姓。着力在中医适宜
技术门诊治疗方面发力，将试点医疗机构范围扩大到乡镇卫
生院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放宽责任医师条件，对村卫生室可
放宽到具有中医执业资格的医师。在中医优势病种和日间病
房方面着力创新，对患相关病种的参保患者住院治疗期间实
际发生的医疗费用全部纳入基本医疗保险统筹基金支付范
围，按照“定额结算、超支不补、结余留用”的原则结算支付，并
提高支付标准。

上下同欲浪潮涌，东风唤得大地春。我市坚持守正创新、
传承发展，锚定打造具有长治特色的中医药品牌，推动中医药
在高质量发展的大道上行稳致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