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牵手南美洲！南京中医药大学开辟中医药交流“新航道”

我校举办两岸青年学生暑期夏令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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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中医药大学与北京大学共同发起“中医影响世界论坛”

北京中医药大学召开学校法人兵库医科大学中医药孔子学院2021年第1次理事会

上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陈学军局长一行来校调研上海中医药国际标准化工作

广州中医药大学成功举办中医药科技创新高峰论坛

成都中医药大学获批入选首批四川省来华留学示范基地名单

中国药科大学2021级留学生新生线下报到工作顺利开展

中医药文化传播行动实施方案(2021—202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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牵手南美洲！南京中医药大学开辟
中医药交流“新航道”

交汇点讯 9月7日，2021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会

线下展会在北京落下帷幕，而作为此次服贸会重要组

成部分的中国－巴西云上服贸会仍在如火如荼地举

行。南京中医药大学作为商务部、国家中医药管理局

联合立项建设的首批国家中医药服务出口基地，积极

参会并精心布置了线上展区与展品，展现中医智慧与

魅力。

据了解，此次中巴云平台云展会由国家商务部联

合中国驻巴西使领馆共同搭建，聚焦智慧医疗、文化

教育等领域合作的多场专题论坛直播，可在线实时观

看。其中，南京中医药大学作为全国唯一参展的高

校，在展会中就中医药国际合作交流与留学生教育成

果向外方作了展示、同时就国际教育、联合科研、医

疗协作等领域可提供的中医药服务产品作了详细介

绍，成为此次中巴云上服贸会中基于“教育、医药、

文化”服贸板块的重要角色。

在新冠疫情加速国际形势复杂深刻演变之际，挑

战与机遇并存，南京中医药大学深入谋划国际合作与

教育的发展新思路、新路径：紧跟国家布局找准方

向、依托政府平台提质增效。据南京中医药大学孙志

广副校长介绍：今年5月，南京中医药大学借助国家

中医药管理局“中巴国际传统医药抗疫合作系列研讨

会”的国际合作专项平台，抓住江苏与巴西米纳斯友

好省州25周年庆的际遇，依托中国驻巴西里约总领

馆的支持，成功与巴西米纳斯州UNIMONTES大学签

订了《健康科学与文化交流合作谅解备忘录》。

早在今年1月，南京中医药大学依托教育部中外

语言交流合作中心的“汉语桥”项目，精心打造了南美

青年中医文化线上冬令营（南美夏令营）交流平台。

以汉语学习为主线，通过中医词汇背后的文化涵义帮

助学生更深入地理解中医的理论与技能，多角度诠释

中国文化的丰富内涵，此项目扩大了南京中医药大学

在阿根廷及智利两国的影响力，架设起了南中医与南

美洲交流合作的空中走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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圭亚那位于南美洲东北部，经济发展水平和医疗

服务水平相对落后。2020年在江苏省人民政府的指导

和支持下，南京中医药大学还先后与中国驻圭亚那大

使馆和江苏省第15期、16期援圭医疗队等华人华侨团

体取得联系，根据疫情防控需求，结合圭亚那国情，

对华人华侨开展中医药远程培训交流。同时，学校还

通过网络将全英文课程分享给圭亚那民众，增进南美

洲民众对于中医药的认知与了解。

上世纪50年代建校初期，在中国重点发展与第三

世界国家友好关系的历史大背景下，南中医与南美洲

就有来往，作为当时国家卫生部指定的中国国际针灸

培训中心之一，南美苏里南共和国前总统Hendrick 

Chin A Sen（中文名：陈亚仙）曾在南中医就读。之

后，由于南美洲国家的地理位置及语言等诸多原因，

相对于亚洲、欧洲、澳洲及北美地区，南美大陆一直

是一块中医药交流合作待开发的处女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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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中医药大学与南美青年中医文化
线上冬令营（南美“汉语桥”夏令营项目）开营仪式

南京中医药大学举办圭亚那抗疫远程培训交流

（信息来源：https://jnews.xhby.net/v3/waparticles/

7fda002d5708436da67a57947ffc4b06/JTyePQgb3

PgmUhh2/1）

扫码阅读原文

近年来，南京中医药大学伴随着国家“一带一路”

倡议的推进扬帆远航，借助国家项目和政府平台，开

辟了抵达南美新大陆的中医药“航道”，国际合作与教

育交流几乎覆盖到了包括委内瑞拉、秘鲁、厄瓜多尔

等南美洲的每一个国家。这美丽的邂逅与结缘，不仅

反映了新形势下中医药国际合作与教育新思路在实践

中的成效 ，更是生动展现中国文化自信最真实的写

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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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校举办两岸青年学生暑期夏令营

04

为促进两岸大学生交流，共同推动中医药事业传

承创新发展，自7月12日起，我校与台湾慈济大学通

过线上线下相结合的形式，共同举办为期10天的两岸

青年学生暑期夏令营，夏令营由“两岸大学生针灸推

拿文化传承训练”和“中药传承与创新交流”两部分组

成。与此同时，在全球疫情尚未结束情况下，青年学

生们也将对传统中医药助力疫情防控方面的经验和成

果进行分享和探讨。

台湾慈济慈善事业基金会副总执行长林碧玉、台

湾慈济大学执行长王本荣和我校党委书记程纯、江苏

省中药资源产业化过程协同创新中心主任段金廒，以

及两校相关职能部门和学院负责人出席夏令营开营仪

式，来自中国大陆、中国台湾地区和印度等地的100

余名学生参加开营仪式。开营仪式由学校副校长孙志

广主持。

云端连线

慈济大学致辞

程纯书记致辞

开营仪式上，双方通过视频回顾了南京中医药大

学和慈济大学的合作历史。自2016年结缘为姊妹学校

以来，两校深入开展中医药学术科研合作、师生交流

互访等多项活动，共同建立苏州临床研究中心，合作

交流成果显著。

王本荣在致辞中介绍了慈济大学的创办历史与发

展概况。慈济大学秉执“人文精神与科学技术的完美

融合”“健康促进预防医学与疾病治疗并重”以及“人本

医疗，尊重生命”的理念，积极发展中国传统医学。

程纯对各位学员的到来表示诚挚欢迎，并表示慈

济大学“视病犹亲、济世救人”的人文思想，与我校“仁

德、仁术、仁人”的“三仁”教育理念一脉相通。他指

出，中医药是海峡两岸“血浓于水”的文化见证，期冀

两岸青年通过此次中医药传承创新夏令营，进一步加

深对中医药文化的认识和理解，促进两岸青年学子在

深入交流中增进文化认同和情感认同，共同维护好两

岸民众的健康福祉。

开营仪式结束后，段金廒教授以一场精彩讲座拉

开了此次云端游学之旅，两校青年学子将围绕两岸中

医药发展现状、针灸康复医学研究热点、中药药理学

研究思路与方法等议题进行深入交流探讨。

他期待双方承结情谊、深化合作，共同推动中医药在

两岸的传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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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来源：http://ice.njucm.edu.cn/1091/9/9/news.

html）

两校通过远程连线共同开启夏令营活动

仲夏时节，华英成秀。2021年7月12-21日两岸青

年学生暑期夏令营在南京中医药大学成功举办，本次

夏令营以推动两岸中医药交流合作、深化两岸青年融

合发展为目标，以“两岸学子与专家学者面对面”线上

学术交流和专业拓展实践为主线，展示了两校专业学

科特色和丰厚的中医药文化历史。

夏令营分为“两岸大学生针灸推拿文化传承训练”

和“中药传承与创新交流”两个版块，两校专家分别围

绕《推拿的前世今生》、《康复医学研究热点及中医

康复的优势》、《中药药理研究及方法》、《台湾中

医药学院教育现况与展望》、《中西医结合经验》等

进行了分享，他们高尚的品德修养，深厚的学术造

诣，严谨的治学态度，独到的学术见解，博得了阵阵

掌声。营员们纷纷表示向名家前辈看齐学习，进德修

身，乐学笃业，勇于担负起传承创新中医药事业的神

圣使命。

扫码阅读原文

两岸青年学生暑期夏令营圆满落幕

此次夏令营通过30多场高水平的学术报告、远程

参观、虚拟仿真体验、互动讨论、功法演练等形式多

样、精彩纷呈的学术交流活动，为营员们带来了一场

中医药专业知识的饕餮盛宴，让营员充分感受两岸中

医药发展现状，体验中医药传统文化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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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岸专家远程教学

孙校长为营员颁发结业证书

闭营仪式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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闭营仪式上，孙志广副校长对两岸学子提出殷切

的希望，希望同学们认真体悟中医这一古老文化中所

蕴含的智慧，读经典、做临床、跟名师、育悟性，期

盼同学们增强中医药自信和文化自信，将自强不息的

精神融入对中医药的不懈追求之中。慈济慈善事业基

金会副总执行长林碧玉也表示，中医药是植根于两岸

情谊血浓于水的见证，是中华民族的伟大创造，中医

药力量和技术成为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中国方案”“中国

实践”“中国智慧”的重要组成部分，向世界展示了中医

药的神奇功效和巨大魅力。作为中国古代科学的瑰

宝，希望两岸青年学子要把祖国医学遗产继承好、发

展好、利用好作为共同的奋斗目标和发展使命。

（信息来源：http://ice.njucm.edu.cn/1094/9/9/

news.html）

扫码阅读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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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中医药大学与北京大学
共同发起“中医影响世界论坛”

9月19日，由北京大学哲学系、北京中医药大学

国学院等共同发起的“中医影响世界论坛”在北京召

开，本届论坛的主题为“中西医并重”。中国工程院院

士张伯礼、樊代明，中国科学院院士韩济生，国学大

师楼宇烈，北京中医药大学校长徐安龙等来自海内外

的280多位著名专家学者出席论坛，共同围绕“中医影

响世界”展开交流和探讨，共有50余万人在线上观看

了论坛的直播。

徐安龙校长在发言中指出，“中医影响世界”体现

在三个方面。一是中医呵护着生命健康，并能够在实

践中拿出真办法、真疗效、真手段，例如在抗击新冠

肺炎疫情中，中医药作出了突出贡献；二是要用现代

科学来解读中医药学的原理，深化社会对中医的认

识，增强社会对中医的信心；三是中医具有独特的思

维模式，这种特有思维方式是建立在哲学思维模式基

础之上的，所以说中医药学是古代科学的瑰宝，是打

开中华文明宝库的钥匙。

（信息来源：http://xww.bucm.edu.cn/zhxw/69

628.htm）

在发言中，徐安龙校长重点介绍了该校在新冠疫

情防控中作出的贡献。在疫情发生后，学校第一时间

组建国家中医医疗队逆行奔赴抗疫一线，国医大师王

琦院士编写了《中医防治新冠手册》并被翻译成很多

种语言，学校专家学者在国内外各类媒体平台宣讲中

医文化，造福人类健康等等。

扫码阅读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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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来源：http://xww.bucm.edu.cn/zhxw/6962

9.htm）

扫码阅读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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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中医药大学召开学校法人兵库医科大学
中医药孔子学院2021年第1次理事会

9月17日，北京中医药大学与日本学校法人兵库

医科大学合作开设的中医药孔子学院2021年第1次理

事会以线上视频会议形式召开。该校校长徐安龙、校

长助理张立平、国际与港澳台工作部主任唐民科、科

技处处长丁霞，日方理事长新家莊平、太城力良等人

出席会议。

会上，中日双方一致同意进一步推动科学研究与

中医药文化领域的交流合作，通过深入的交流研讨，

解决科研教学中的实质性问题，推进研究技术和治疗

手段的发展，促进中西医结合事业的发展，进一步造

福两国人民。

上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陈学军局长一行赴
上海中医药大学调研上海中医药国际标准化工作

9月17日下午，上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局长陈学

军一行赴上海中医药大学调研上海中医药国际标准化

工作。上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标准创新发展处处长李

菁和副处长史燕君、标准技术管理处副处长陈向平，

上海中医药大学校长徐建光，国际标准化组织中医药

技术委员会（ISO/TC249）主席、上海中医药大学中

医药国际标准化研究所所长沈远东，上海中医药大学

党委校长办公室主任徐红梅、人事处处长徐强、科技

处处长赵咏芳、国际交流处处长林勋，上海市中医药

研究院综合办公室主任李洁等学校有关职能处室负责

人参加座谈。

Monthly Report of International Collaboration and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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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学军一行首先参观了上海中医药博物馆、中医

药科技创新中心以及上海市中医药国际标准化研究院

大楼施工地。调研座谈会由徐建光主持。沈远东汇报

了ISO/TC 249的发展及中医药国际标准化工作所取得

的成绩，介绍了关于上海市中医药国际标准化研究院

的建设方案和“上海标准”大健康专业评价机构落户上

海市中医药研究院后开展工作的有关情况，同时介绍

了关于构建标准化创新平台的有关设想。

陈学军肯定了ISO/TC 249取得的重大成就和大学

在中医药国际标准化领域作出的贡献，希望大学承担

的“上海标准”大健康标准评价机构能够为上海的大健

7月27-28日，广州中医药大学在大学城校区举办

中医药科技创新高峰论坛，该论坛以“中医药守正创

新”为主题，围绕“加强校企合作，促进中医药科技创

新”“发挥国际认可的质量标准，推进中医药现代化、

国际化”等议题，安排了企业中医药项目介绍、广州

中医药大学科研成果展示、院士专题讲座、现场走访

医药科研平台等环节，旨在深入挖掘中医药应用价

值，提升中医药文化自信，更好地服务健康中国和粤

港澳大湾区建设。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科技司副司长周杰在致辞中表

示，广州中医药大学在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及抗击非

典、新冠疫情中对社会做出了重大贡献，感谢学校举

办此次活动，为中医药科技创新提供交流平台。他强

调各医学院校要总结好中医药在抗击新型冠状病毒肺

炎中的经验，用现代科技证明中医药的诊治疗效，加

大对科技创新的投入，加快产学研融合步伐。

广州中医药大学成功举办中医药科技创新高峰论坛

（信息来源：https://www.shutcm.edu.cn/2021/

0922/c221a136615/page.htm）

康产业发挥更大的作用，并进而领跑全国大健康标准

化工作。陈学军表示，市场局将联同学校一起努力推

进上海市中医药国际标准化研究院纳入“部市共建”项

目和“上海科创中心”的建设规划。

扫码阅读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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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来源：https://www.gzucm.edu.cn/info/11

72/15810.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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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长王伟指出，我们要牢记总书记对中医药的重

要指示精神，以粤港澳大湾区规划在横琴重点建设中

医药、生物医药综合科研生产平台为契机，加强校企

合作，为中医药国际标准的制定、中医药现代化和国

际化做出更多实质性的成果，做好中医药的传承、创

新与发展，运用好中医药独特优势，提升中医药国际

化水平，努力服务好健康中国和粤港澳大湾区建设。

论坛现场，校内外专家学者及中医药产业企业家

进行了校企科研、产学研成果交流汇报，同时围绕中

医药科技创新和相关项目进行了深入探讨。

北京博智绿洲医药科技有限公司、广东乳源东阳

光药业有限公司、珠海安生医药有限公司等企业负责

人分别就公司在新药研发、仿药创新药进展，研发平

台与设施进行了介绍。

校长王伟向各位嘉宾介绍了相关科研团队在治疗

肿瘤心脏病等相关药物研发方面的进展。副校长王宏

斌介绍了学校的基本情况及学校在公共服务平台建

设、科学研究、成果转化及产业化建设方面对粤港澳

大湾区中医药科技创新中心建设所做的积累和探索。

此次论坛设立了院士讲座环节，中国工程院院士

杨宝峰作了关于“抗肿瘤药物研究与思考”的学术讲

座，他主要围绕治疗癌症这一全球性公共卫生挑战，

论坛举办期间，与会领导和嘉宾还参观了学校创

新中药公共服务平台、药用植物生理生态研究院、国

际中医药转化医学研究所、华南针灸研究中心等多个

科研平台。

接下来，学校将进一步加大对中医药科技创新投

入，做好中医药的传承、创新与发展。继续加快与企

业产学研合作步伐，在中医药与人工智能及大数据应

用、中医药大健康产业、中医药新技术及新产品研发

等方面紧密合作。运用好中医药独特优势，促进制定

中医药国际标准，提升中医药国际化水平，努力服务

好健康中国和粤港澳大湾区建设。

扫码阅读原文

从肿瘤防治的困境、中国抗肿瘤的发展趋势、天然植

物在抗癌药物研发中的前景及恶性肿瘤治疗发展趋势

等方面与大家分享了抗肿瘤药物的研究现状与自身思

考。演讲完毕，会场师生踊跃提问，杨院士一一耐心

答疑解惑，大家收获满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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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中医药大学获批入选首批四川省来华留学示范基地

7月28日，四川省教育厅印发《四川省教育厅关

于公布四川省首批来华留学示范基地评审结果的通

知》，成都中医药大学获批入选首批四川省来华留学

示范基地名单。

四川省教育厅为进一步加快和扩大新时代教育对

外开放、积极打造来华留学精品项目、提高该省来华

留学教育质量，经学校自愿申报、专家评审，首批遴

选建设10所来华留学示范性基地。入选院校在持续提

升来华留学教育质量与规模、创新推进来华留学服务

与管理机制建设、加强国际理解与感知中国教育等方

面具有引领示范作用，能够推进该省来华留学事业健

康发展。

“十四五”期间，成都中医药大学将以省市对外开

放新格局和一带一路倡议为引领，实现国际化从支撑

服务到战略驱动和创新引领的功能升级，全力实施国

际化战略五年行动计划，将提升学生国际化水平置于

国际化战略的优先事项。学校将以建设来华留学示范

基地为契机，融合共建国际化校园和国际化社区，努

力开拓招生渠道，优化留学生结构，重点发展学历留

学生教育，着力扩大高学历层次国际教育规模，高质

量打造“留学成中医”品牌，提升学校国际化的显性指

标，为“留学成都”、“留学四川”建设贡献成中医经

验。

（信息来源：https://www.cdutcm.edu.cn/gjjyxy/

xwsd/content_731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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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教育学院副院长朱志龙指导迎新工作

新生“一站式”线下报到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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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药科大学2021级留学生新生线下报到工作顺利开展

International Trends in “Double First-rate”
“双一流”国合动态》

2021年9月23日，中国药科大学2021年秋季留学

生线下报到工作有序展开。国际教育学院在江宁校区

办公室设置了留学生线下报到处。该校今年录取了来

自39个国家的128名留学生新生，因疫情防控需要，

实际入校报到人数14人。

受全球疫情影响，今年绝大部分留学生仍无法入

境来校报到，因此今年的迎新工作仅面向符合入校要

求的留学生新生。经国际教育学院前期严格审核学生

入校申请材料，包括苏康码、行程码、药康码14天健

康打卡、48小时内核酸检测结果等信息，共有14名留

学生新生符合入校报到要求。尽管线下报到人数不多，

迎新现场摆放了学校、学院的中英文简介展板，

使留学生新生对学校有直观、全面的了解。同时，学

院还准备了迎新横幅、海报、合影相框、入学纪念礼

包等一系列迎新布置欢迎新生们的到来，营造出新学

期新开始的良好氛围，为新生们的“药大第一天”留下

珍贵美好的记忆。

报到现场更有留学生志愿者们忙碌的身影。从新

生入校开始，留学生志愿者们1对1全程陪同新生完成

核酸检测、报到注册、住宿登记等相关流程，为新生

们提供各项必要的引导和帮助。

Monthly Report of International Collaboration and Education

但学院仍提前做好了周密、贴心的安排，为新入校的

留学生们提供了“一站式”线下报到服务。



留学生志愿者们帮助布置迎新现场、陪同
指引留学生新生完成报到手续

14

为留学生新生们能够更好地适应新的学习和生活

环境，国际教育学院将于近日召开留学生新生线下见

面会暨入学教育大会，为留学生新生们进一步解读学

校相关学生管理规定；并将在疫情防控条件允许的情

况下，组织留学生游览药大校园、参观学校图书馆、

餐厅、体育馆等学习和生活设施，使留学生新生尽快

熟悉并适应药大校园生活环境，在药大开启充实美好

的留学生活。

（信息来源：http://gjc.cpu.edu.cn/5b/ef/c319a15

4607/page.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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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药文化传播行动实施方案（2021—2025年）

中医药学是中华民族的伟大创造，是中国古代科

学的瑰宝，也是打开中华文明宝库的钥匙，为中华民

族繁衍生息作出了巨大贡献，对世界文明进步产生了

积极影响。党和政府高度重视中医药工作，特别是党

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中医

药工作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取

得显著成绩。《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促进中医药传承

创新发展的意见》明确指出，实施中医药文化传播行

动，把中医药文化贯穿国民教育始终，中小学进一步

丰富中医药文化教育，使中医药成为群众促进健康的

文化自觉。为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促进中

医药传承创新发展的意见》及全国中医药大会精神，

结合中医药文化建设工作实际，制定本方案。

一、指导思想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

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五

中全会精神，深化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促进中

医药传承创新发展的意见》和全国中医药大会精神，

深入挖掘中医药文化内涵和时代价值，充分发挥其作

为中华文明宝库“钥匙”的传导功能，加大中医药文化

保护传承和传播推广力度，推动中医药文化贯穿国民

教育，融入生产生活，促进中医药文化创造性转化、

创新性发展，为中医药振兴发展、健康中国建设注入

源源不断的文化动力。

二、基本原则

（一）坚持正确发展方向。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

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论述为遵循，弘扬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充

分发挥中医药文化特色优势，推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文化繁荣兴盛。

（二）坚持以人为本。坚持一切为了人民的发展

原则，以满足人民群众对中医药的健康需求与文化需

求为出发点和落脚点，让中医药文化发展成果惠及广

大群众。

（三）坚持传承精华、守正创新。遵循中医药自

身发展规律，突出原创性、保持民族性、体现时代

性，推广科学、正确的中医药文化观，弘扬富有永恒

魅力、具有当代价值的文化精神，使中医药成为群众

促进健康的文化自觉。

（四）坚持统筹协调。鼓励和引导社会力量广泛

参与，增强全社会传承和发展中医药文化的主动性，

推动形成政府主导、部门联动、社会参与、多元投入

的中医药文化弘扬工作格局。

三、主要目标

到2025年，中医药对中华文化传承发展的贡献度

明显提高，作为中华文明瑰宝和钥匙的代表意义和传

导功能不断彰显，成为引导群众增强民族自信与文化

自信的重要支撑。中医药文化源流更加清晰、内涵更

加丰富，研究成果丰硕，精神标识基本确立，对中医

药事业发展的推动促进作用进一步发挥。中医药文化

供给和群众性活动更加多样，中医药文化更广泛融入

群众生产生活，中医药养生保健知识和方法更便捷服

务群众健康需要。中医药文化进校园的机制初步建

立，基础进一步夯实，中小学中医药文化教育不断加

强，推动实现中医药文化贯穿国民教育始终。

四、重点任务

（一）深入挖掘中医药文化精髓

1. 提炼中医药文化精神标识。加强中医药文化研

究阐释工作，深刻阐明中医药学的哲学体系、思维模

式、价值观念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一脉相承，深刻认

识传承发展中医药文化是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推

动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的实践需要。挖掘整理中医药

蕴含的中华文化内涵元素，确立中医药文化精神标

识。(责任部门：国家中医药局、中央宣传部，排在第

一位的为牵头单位，下同)

2. 加强中医药文化资源梳理。做好中医药文化资

源挖掘整理，充分利用可移动及不可移动文物普查结

果，廓清中医药文化资源现状，凝练推出一批具有中

医药特色和浓厚底蕴的中医药典故和名家故事。(责任

部门：国家中医药局)

3. 加强中医药文化时代阐释。运用群众喜闻乐

见、易于接受的现代化表达形式，创作一批面向不同

受众的中医药文化作品，对中医药文化内涵理念进行

时代化、大众化、创新性的阐释。正本清源，净化中

医药文化市场。(责任部门：国家中医药局、中央宣传

部、国家广电总局)

（二）推动中医药融入生产生活

4. 建设中医药文化传播平台。以中医药文化宣传

教育基地为基础，遴选建设一批融健康养生知识、养

生保健体验、休闲娱乐于一体的中医药文化体验场

馆，充分利用数字语音、全景影像、三维影像以及虚

拟现实、增强现实等技术手段，形成特色突出的中医

药文化传播、展示体系。(责任部门：国家中医药局)

5. 举办中医药文化传播活动。广泛开展群众性中

医药文化活动。通过展览展示、互动体验、巡讲直

播、文化作品征集、知识大赛等多种形式，运用群众

喜闻乐见的传播手段和具有广泛参与度的实践路径，

普及中医药健康养生知识、方法，传播中医药文化理

念，提升中医药文化影响力。(责任部门：国家中医药

局)

6. 建设中医药健康文化知识角。在社区卫生服务

中心、乡镇卫生院、社区居委会、乡村群众活动场所

等，建设一批中医药健康文化知识角，通过展板、实

物、模型、中医养生保健体验设备、中医阅读角或运

用电子触摸屏、LED屏等新媒体手段，帮助群众更加

经常接触到规范的中医药养生保健知识。(责任部门：

国家中医药局、国家卫生健康委)

7. 加强中医药题材文艺创作。鼓励开展中医药专

题文艺创作，坚持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良相

统一，充分利用新技术新应用，支持推出一批针对不

同受众中医药文化产品，创作一批承载中医药文化内

涵的中医药题材纪录片、动漫、短视频等文艺作品，

讲好中医药故事。(责任部门：国家中医药局、中央宣

传部、国家广电总局)

（三）推动中医药文化贯穿国民教育始终

8. 进一步丰富中小学中医药文化教育。将中医药

文化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引导中

小学生了解中医药文化的重要价值。在“国培计划”示

范项目中设置中小学体育与健康等学科骨干教师培训

项目，鼓励各地将中医药文化相关内容有机融入培训

课程中，提高教师相关知识水平。(责任部门：教育

部)

9. 丰富中医药文化进校园形式。推动各地开展内

容丰富、形式多样的中医药文化进校园活动。积极建

设校园中医药文化角和中医药文化学生社团，激发学

生对中华传统文化的自豪感与自信心。鼓励学校定期

组织开展眼保健操比赛等活动，普及适宜青少年掌握

的中医养生保健知识，帮助中小学生养成良好的健康

意识和生活习惯。(责任部门：国家中医药局、教育

部)

（四）推进中医药文化传播机制建设

10. 中医药文化传播人才培养机制。定期开展中

医药文化传播人才遴选培训，引导各中医药学术机构

组织和专家学者等积极参与中医药文化传播工作，培

养造就一支政治过硬、专业突出、求实创新的中医药

文化传播工作队伍，构建能力突出、结构合理、梯次

分明的人才体系。(责任部门：国家中医药局)

11. 中医药健康文化素养监测机制。开展中医药健

康文化素养调查，掌握全国乡村、社区、家庭中医药

健康文化知识普及情况基础信息和全国素养水平，为

中医药健康文化的传播推广提供数据支撑。(责任部

门：国家中医药局、国家卫生健康委)

五、保障措施

（一）全面加强党的领导

坚持和加强党对中医药文化建设工作的领导，增

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把

党的建设始终贯穿中医药文化传播行动实施全过程，

为中医药文化弘扬提供坚强保障。

（二）创新工作机制

统筹协调多方力量，多部门联合推动各项工作的

有序开展，同时发挥好专家的指导协同配合作用，形

成推动中医药文化传播与知识普及的强大合力。

（三）落实地方责任

各级中医药主管部门要切实担负起主体责任，将

中医药文化传播摆上重要议事日程，纳入全局工作谋

划推进，统筹力量、精心实施，确保各项任务扎实有

序推进，并于每年12月30日前将相关工作完成情况报

送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办公室。

（四）营造良好氛围

建立健全正向激励机制，及时总结推广成功经验

和创新做法，宣传中医药文化传播行动实施新进展新

成效，促进形成中医药文化广泛传播的良好局面，营

造有利于中医药事业发展的良好氛围。

Monthly Report of International Collaboration and Education

Policy Facsimile
政策传真》 第三篇章

SECTION THREE



中医药学是中华民族的伟大创造，是中国古代科

学的瑰宝，也是打开中华文明宝库的钥匙，为中华民

族繁衍生息作出了巨大贡献，对世界文明进步产生了

积极影响。党和政府高度重视中医药工作，特别是党

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中医

药工作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取

得显著成绩。《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促进中医药传承

创新发展的意见》明确指出，实施中医药文化传播行

动，把中医药文化贯穿国民教育始终，中小学进一步

丰富中医药文化教育，使中医药成为群众促进健康的

文化自觉。为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促进中

医药传承创新发展的意见》及全国中医药大会精神，

结合中医药文化建设工作实际，制定本方案。

一、指导思想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

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五

中全会精神，深化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促进中

医药传承创新发展的意见》和全国中医药大会精神，

深入挖掘中医药文化内涵和时代价值，充分发挥其作

为中华文明宝库“钥匙”的传导功能，加大中医药文化

保护传承和传播推广力度，推动中医药文化贯穿国民

教育，融入生产生活，促进中医药文化创造性转化、

创新性发展，为中医药振兴发展、健康中国建设注入

源源不断的文化动力。

二、基本原则

（一）坚持正确发展方向。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

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论述为遵循，弘扬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充

分发挥中医药文化特色优势，推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文化繁荣兴盛。

（二）坚持以人为本。坚持一切为了人民的发展

原则，以满足人民群众对中医药的健康需求与文化需

求为出发点和落脚点，让中医药文化发展成果惠及广

大群众。

（三）坚持传承精华、守正创新。遵循中医药自

身发展规律，突出原创性、保持民族性、体现时代

性，推广科学、正确的中医药文化观，弘扬富有永恒

魅力、具有当代价值的文化精神，使中医药成为群众

促进健康的文化自觉。

（四）坚持统筹协调。鼓励和引导社会力量广泛

参与，增强全社会传承和发展中医药文化的主动性，

推动形成政府主导、部门联动、社会参与、多元投入

的中医药文化弘扬工作格局。

三、主要目标

到2025年，中医药对中华文化传承发展的贡献度

明显提高，作为中华文明瑰宝和钥匙的代表意义和传

导功能不断彰显，成为引导群众增强民族自信与文化

自信的重要支撑。中医药文化源流更加清晰、内涵更

加丰富，研究成果丰硕，精神标识基本确立，对中医

药事业发展的推动促进作用进一步发挥。中医药文化

供给和群众性活动更加多样，中医药文化更广泛融入

群众生产生活，中医药养生保健知识和方法更便捷服

务群众健康需要。中医药文化进校园的机制初步建

立，基础进一步夯实，中小学中医药文化教育不断加

强，推动实现中医药文化贯穿国民教育始终。

四、重点任务

（一）深入挖掘中医药文化精髓

1. 提炼中医药文化精神标识。加强中医药文化研

究阐释工作，深刻阐明中医药学的哲学体系、思维模

式、价值观念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一脉相承，深刻认

识传承发展中医药文化是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推

动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的实践需要。挖掘整理中医药

17

蕴含的中华文化内涵元素，确立中医药文化精神标

识。(责任部门：国家中医药局、中央宣传部，排在第

一位的为牵头单位，下同)

2. 加强中医药文化资源梳理。做好中医药文化资

源挖掘整理，充分利用可移动及不可移动文物普查结

果，廓清中医药文化资源现状，凝练推出一批具有中

医药特色和浓厚底蕴的中医药典故和名家故事。(责任

部门：国家中医药局)

3. 加强中医药文化时代阐释。运用群众喜闻乐

见、易于接受的现代化表达形式，创作一批面向不同

受众的中医药文化作品，对中医药文化内涵理念进行

时代化、大众化、创新性的阐释。正本清源，净化中

医药文化市场。(责任部门：国家中医药局、中央宣传

部、国家广电总局)

（二）推动中医药融入生产生活

4. 建设中医药文化传播平台。以中医药文化宣传

教育基地为基础，遴选建设一批融健康养生知识、养

生保健体验、休闲娱乐于一体的中医药文化体验场

馆，充分利用数字语音、全景影像、三维影像以及虚

拟现实、增强现实等技术手段，形成特色突出的中医

药文化传播、展示体系。(责任部门：国家中医药局)

5. 举办中医药文化传播活动。广泛开展群众性中

医药文化活动。通过展览展示、互动体验、巡讲直

播、文化作品征集、知识大赛等多种形式，运用群众

喜闻乐见的传播手段和具有广泛参与度的实践路径，

普及中医药健康养生知识、方法，传播中医药文化理

念，提升中医药文化影响力。(责任部门：国家中医药

局)

6. 建设中医药健康文化知识角。在社区卫生服务

中心、乡镇卫生院、社区居委会、乡村群众活动场所

等，建设一批中医药健康文化知识角，通过展板、实

物、模型、中医养生保健体验设备、中医阅读角或运

用电子触摸屏、LED屏等新媒体手段，帮助群众更加

经常接触到规范的中医药养生保健知识。(责任部门：

国家中医药局、国家卫生健康委)

7. 加强中医药题材文艺创作。鼓励开展中医药专

题文艺创作，坚持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良相

统一，充分利用新技术新应用，支持推出一批针对不

同受众中医药文化产品，创作一批承载中医药文化内

涵的中医药题材纪录片、动漫、短视频等文艺作品，

讲好中医药故事。(责任部门：国家中医药局、中央宣

传部、国家广电总局)

（三）推动中医药文化贯穿国民教育始终

8. 进一步丰富中小学中医药文化教育。将中医药

文化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引导中

小学生了解中医药文化的重要价值。在“国培计划”示

范项目中设置中小学体育与健康等学科骨干教师培训

项目，鼓励各地将中医药文化相关内容有机融入培训

课程中，提高教师相关知识水平。(责任部门：教育

部)

9. 丰富中医药文化进校园形式。推动各地开展内

容丰富、形式多样的中医药文化进校园活动。积极建

设校园中医药文化角和中医药文化学生社团，激发学

生对中华传统文化的自豪感与自信心。鼓励学校定期

组织开展眼保健操比赛等活动，普及适宜青少年掌握

的中医养生保健知识，帮助中小学生养成良好的健康

意识和生活习惯。(责任部门：国家中医药局、教育

部)

（四）推进中医药文化传播机制建设

10. 中医药文化传播人才培养机制。定期开展中

医药文化传播人才遴选培训，引导各中医药学术机构

组织和专家学者等积极参与中医药文化传播工作，培

养造就一支政治过硬、专业突出、求实创新的中医药

文化传播工作队伍，构建能力突出、结构合理、梯次

分明的人才体系。(责任部门：国家中医药局)

11. 中医药健康文化素养监测机制。开展中医药健

康文化素养调查，掌握全国乡村、社区、家庭中医药

健康文化知识普及情况基础信息和全国素养水平，为

中医药健康文化的传播推广提供数据支撑。(责任部

门：国家中医药局、国家卫生健康委)

五、保障措施

（一）全面加强党的领导

坚持和加强党对中医药文化建设工作的领导，增

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把

党的建设始终贯穿中医药文化传播行动实施全过程，

为中医药文化弘扬提供坚强保障。

（二）创新工作机制

统筹协调多方力量，多部门联合推动各项工作的

有序开展，同时发挥好专家的指导协同配合作用，形

成推动中医药文化传播与知识普及的强大合力。

（三）落实地方责任

各级中医药主管部门要切实担负起主体责任，将

中医药文化传播摆上重要议事日程，纳入全局工作谋

划推进，统筹力量、精心实施，确保各项任务扎实有

序推进，并于每年12月30日前将相关工作完成情况报

送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办公室。

（四）营造良好氛围

建立健全正向激励机制，及时总结推广成功经验

和创新做法，宣传中医药文化传播行动实施新进展新

成效，促进形成中医药文化广泛传播的良好局面，营

造有利于中医药事业发展的良好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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扫码阅读原文

中医药学是中华民族的伟大创造，是中国古代科

学的瑰宝，也是打开中华文明宝库的钥匙，为中华民

族繁衍生息作出了巨大贡献，对世界文明进步产生了

积极影响。党和政府高度重视中医药工作，特别是党

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中医

药工作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取

得显著成绩。《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促进中医药传承

创新发展的意见》明确指出，实施中医药文化传播行

动，把中医药文化贯穿国民教育始终，中小学进一步

丰富中医药文化教育，使中医药成为群众促进健康的

文化自觉。为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促进中

医药传承创新发展的意见》及全国中医药大会精神，

结合中医药文化建设工作实际，制定本方案。

一、指导思想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

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五

中全会精神，深化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促进中

医药传承创新发展的意见》和全国中医药大会精神，

深入挖掘中医药文化内涵和时代价值，充分发挥其作

为中华文明宝库“钥匙”的传导功能，加大中医药文化

保护传承和传播推广力度，推动中医药文化贯穿国民

教育，融入生产生活，促进中医药文化创造性转化、

创新性发展，为中医药振兴发展、健康中国建设注入

源源不断的文化动力。

二、基本原则

（一）坚持正确发展方向。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

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论述为遵循，弘扬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充

分发挥中医药文化特色优势，推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文化繁荣兴盛。

（二）坚持以人为本。坚持一切为了人民的发展

（信息来源：http://www.gov.cn/zhengce/zheng

ceku/2021-07/07/content_5623103.htm）

原则，以满足人民群众对中医药的健康需求与文化需

求为出发点和落脚点，让中医药文化发展成果惠及广

大群众。

（三）坚持传承精华、守正创新。遵循中医药自

身发展规律，突出原创性、保持民族性、体现时代

性，推广科学、正确的中医药文化观，弘扬富有永恒

魅力、具有当代价值的文化精神，使中医药成为群众

促进健康的文化自觉。

（四）坚持统筹协调。鼓励和引导社会力量广泛

参与，增强全社会传承和发展中医药文化的主动性，

推动形成政府主导、部门联动、社会参与、多元投入

的中医药文化弘扬工作格局。

三、主要目标

到2025年，中医药对中华文化传承发展的贡献度

明显提高，作为中华文明瑰宝和钥匙的代表意义和传

导功能不断彰显，成为引导群众增强民族自信与文化

自信的重要支撑。中医药文化源流更加清晰、内涵更

加丰富，研究成果丰硕，精神标识基本确立，对中医

药事业发展的推动促进作用进一步发挥。中医药文化

供给和群众性活动更加多样，中医药文化更广泛融入

群众生产生活，中医药养生保健知识和方法更便捷服

务群众健康需要。中医药文化进校园的机制初步建

立，基础进一步夯实，中小学中医药文化教育不断加

强，推动实现中医药文化贯穿国民教育始终。

四、重点任务

（一）深入挖掘中医药文化精髓

1. 提炼中医药文化精神标识。加强中医药文化研

究阐释工作，深刻阐明中医药学的哲学体系、思维模

式、价值观念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一脉相承，深刻认

识传承发展中医药文化是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推

动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的实践需要。挖掘整理中医药

蕴含的中华文化内涵元素，确立中医药文化精神标

识。(责任部门：国家中医药局、中央宣传部，排在第

一位的为牵头单位，下同)

2. 加强中医药文化资源梳理。做好中医药文化资

源挖掘整理，充分利用可移动及不可移动文物普查结

果，廓清中医药文化资源现状，凝练推出一批具有中

医药特色和浓厚底蕴的中医药典故和名家故事。(责任

部门：国家中医药局)

3. 加强中医药文化时代阐释。运用群众喜闻乐

见、易于接受的现代化表达形式，创作一批面向不同

受众的中医药文化作品，对中医药文化内涵理念进行

时代化、大众化、创新性的阐释。正本清源，净化中

医药文化市场。(责任部门：国家中医药局、中央宣传

部、国家广电总局)

（二）推动中医药融入生产生活

4. 建设中医药文化传播平台。以中医药文化宣传

教育基地为基础，遴选建设一批融健康养生知识、养

生保健体验、休闲娱乐于一体的中医药文化体验场

馆，充分利用数字语音、全景影像、三维影像以及虚

拟现实、增强现实等技术手段，形成特色突出的中医

药文化传播、展示体系。(责任部门：国家中医药局)

5. 举办中医药文化传播活动。广泛开展群众性中

医药文化活动。通过展览展示、互动体验、巡讲直

播、文化作品征集、知识大赛等多种形式，运用群众

喜闻乐见的传播手段和具有广泛参与度的实践路径，

普及中医药健康养生知识、方法，传播中医药文化理

念，提升中医药文化影响力。(责任部门：国家中医药

局)

6. 建设中医药健康文化知识角。在社区卫生服务

中心、乡镇卫生院、社区居委会、乡村群众活动场所

等，建设一批中医药健康文化知识角，通过展板、实

物、模型、中医养生保健体验设备、中医阅读角或运

用电子触摸屏、LED屏等新媒体手段，帮助群众更加

经常接触到规范的中医药养生保健知识。(责任部门：

国家中医药局、国家卫生健康委)

7. 加强中医药题材文艺创作。鼓励开展中医药专

题文艺创作，坚持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良相

统一，充分利用新技术新应用，支持推出一批针对不

同受众中医药文化产品，创作一批承载中医药文化内

涵的中医药题材纪录片、动漫、短视频等文艺作品，

讲好中医药故事。(责任部门：国家中医药局、中央宣

传部、国家广电总局)

（三）推动中医药文化贯穿国民教育始终

8. 进一步丰富中小学中医药文化教育。将中医药

文化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引导中

小学生了解中医药文化的重要价值。在“国培计划”示

范项目中设置中小学体育与健康等学科骨干教师培训

项目，鼓励各地将中医药文化相关内容有机融入培训

课程中，提高教师相关知识水平。(责任部门：教育

部)

9. 丰富中医药文化进校园形式。推动各地开展内

容丰富、形式多样的中医药文化进校园活动。积极建

设校园中医药文化角和中医药文化学生社团，激发学

生对中华传统文化的自豪感与自信心。鼓励学校定期

组织开展眼保健操比赛等活动，普及适宜青少年掌握

的中医养生保健知识，帮助中小学生养成良好的健康

意识和生活习惯。(责任部门：国家中医药局、教育

部)

（四）推进中医药文化传播机制建设

10. 中医药文化传播人才培养机制。定期开展中

医药文化传播人才遴选培训，引导各中医药学术机构

组织和专家学者等积极参与中医药文化传播工作，培

养造就一支政治过硬、专业突出、求实创新的中医药

文化传播工作队伍，构建能力突出、结构合理、梯次

分明的人才体系。(责任部门：国家中医药局)

11. 中医药健康文化素养监测机制。开展中医药健

康文化素养调查，掌握全国乡村、社区、家庭中医药

健康文化知识普及情况基础信息和全国素养水平，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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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药健康文化的传播推广提供数据支撑。(责任部

门：国家中医药局、国家卫生健康委)

五、保障措施

（一）全面加强党的领导

坚持和加强党对中医药文化建设工作的领导，增

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把

党的建设始终贯穿中医药文化传播行动实施全过程，

为中医药文化弘扬提供坚强保障。

（二）创新工作机制

统筹协调多方力量，多部门联合推动各项工作的

有序开展，同时发挥好专家的指导协同配合作用，形

成推动中医药文化传播与知识普及的强大合力。

（三）落实地方责任

各级中医药主管部门要切实担负起主体责任，将

中医药文化传播摆上重要议事日程，纳入全局工作谋

划推进，统筹力量、精心实施，确保各项任务扎实有

序推进，并于每年12月30日前将相关工作完成情况报

送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办公室。

（四）营造良好氛围

建立健全正向激励机制，及时总结推广成功经验

和创新做法，宣传中医药文化传播行动实施新进展新

成效，促进形成中医药文化广泛传播的良好局面，营

造有利于中医药事业发展的良好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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