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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中共福建省委、福建省人民政府印发《福建省促进中

医药传承创新发展若干措施》，并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各部门结

合实际认真贯彻落实。 

《福建省促进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若干措施》全文如下： 

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

大精神，认真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中医药工作的重要论述，充

分发挥中医药整体医学优势，构建并完善中医健康服务保障体系，

把中医药元素全面融入医改大局，融入健康福建建设,为增进人民

健康福祉作出新贡献，根据《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促进中医药

传承创新发展的意见》精神，结合我省实际，现提出如下措施。 

一、健全中医药服务体系 

（一）加强中医药服务机构建设 

大力支持国家中医临床研究基地、（国家）区域中医医疗中

心、国家中医药传承创新工程重点中医医院等建设，加快培育一

批高水平三级甲等中医医院。根据县域常住人口、现有中医药基

础等不同情况，分类开展县级中医医院建设，到 2022年，每万

人口中医类医院床位数达到 6.0张，基本实现县办中医医疗机构

全覆盖。引导社会资本兴办中医医疗机构，鼓励各地根据需要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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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扩大中医类医院规模，提高中医类医院在当地医院的床位数和

诊疗量占比。 

到 2022年，县域常住人口 30万以上的县级中医医院全部达

到二级甲等中医医院标准；列入全面提升县级医院综合能力第二

阶段建设的 12家县级中医医院达到三级中医医院基本标准；力争

全部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乡镇卫生院设置中医馆、配备中医医师；

建设 40所示范中医馆。 

（二）筑牢基层中医药服务阵地 

加强城乡中医药对口支援，鼓励三级中医医院牵头组建多种

形式的医联体，二级甲等以上县级中医医院可牵头组建紧密型县

域医共体，加强资源整合和统筹使用，为人民群众提供全方位全

周期的整合型卫生健康服务。县域常住人口低于 20万、实力较弱

的县级中医医院，可以在紧密型县域医共体（总医院）框架下，

借助总医院现有平台专科基础，着力打造中医特色专科。紧密型

县域医共体应保持县级中医医院法人资格不变，确保中医医院性

质、名称、功能定位不变，等级不降，人员编制、床位数总量不

减。鼓励有条件的县级中医医院建立县域中药饮片供应中心和共

享中药房。鼓励实行中医药人员“县管乡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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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提升信息化规范化水平 

发挥大数据和人工智能优势，构建“互联网＋中医药健康服

务”体系，建设省级中医药数据平台。鼓励依托医疗机构发展互

联网中医医院，开发中医智能辅助诊疗系统，建立导诊名录，绘

制全省名医名科导诊地图。健全中医医院评审评价和绩效考核制

度，建立健全体现中医药特点的现代医院管理制度。完善中医医

疗服务质控体系，实现对全省中医医疗机构医疗服务质控和非中

医医疗卫生机构中医药服务监管“全覆盖”。 

二、发挥中医药在维护和促进人民健康中的独特作用 

（四）彰显中医药在疾病治疗中的优势 

坚持中西医并重，把中医药工作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推动

中医药与西医药互相补充、协调发展，补齐短板弱项。大力扶持

福建省优势特色学科建设，进一步巩固和拓展中医康复学、中医

诊断学、中医健康管理、中西医结合等学科的领先地位，加大建

设投入，打造一批国内领先的高水平中医药学科。充分发挥我省

领先专科的优势，实施中医临床优势培育工程。大力支持建设一

批中医特色临床专科高地。建立完善淘汰退出、择优增补及资金

支持等制度。到 2022年，建成 4个国家区域中医（专科）诊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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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实现现有 40个国家级、101个省级中医重点专科质量提升。

发挥国医大师学术引领作用，建设全国一流的中医脾胃专科；弘

扬林如高骨伤专科底蕴，打造南少林正骨品牌；进一步巩固中医

康复专科的龙头地位，发挥示范和辐射作用。 

积极探索设立“经方门诊”、“经典病房”。加强中医药循

证能力建设，开展中西医协同攻关。省级重点加强中医盆底（含

肛肠）、儿科、脾胃、康复等 4个中医临床医学中心、10个中医

临床重点专科建设。设区市级重点加强妇科、儿科、骨伤、肝病、

针灸、肿瘤等中医重点专科建设。基层重点加强 200个基层中医

特色专科建设，彰显中医药在常见病、慢性病、老年病治疗中的

优势。 

（五）强化中医药在疾病预防中的作用 

坚持预防为主，在健康知识普及等专项行动中同步纳入中西

医，发挥好中医治未病作用和简便验廉特色优势，大力普及中医

养生保健知识和太极拳、健身气功（如八段锦）等养生保健方法，

结合实施健康福建行动，促进中医治未病健康工程升级。鼓励家

庭医生提供中医治未病签约服务，实现中医药应用在家庭医生团

队服务中的全覆盖。到 2022年在重点人群和慢性病患者中推广



 - 5 - 

20个中医治未病干预方案。支持省级慢性病中医药防治平台和中

医健康管理（治未病）联盟建设。 

（六）发挥中医药在传染病防治和应急处置中的作用 

加强中医医院传染病相关科室建设，提升传染病医院、肺科

医院等非中医医疗机构中医药服务能力。及时推出中药预防和治

疗方案。通过参与救治、远程会诊等方式，在新发突发传染病防

治和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处置中发挥中西医协同作用。 

（七）提升中医药特色康复能力 

积极发挥中医药在疾病康复中的核心作用。实施中医药康复

服务能力提升工程，开展中医医师康复知识和技能培训，积极推

进中医药技术方法融入现代康复医学体系。加强中医康复服务规

范化建设。培训推广中医康复适宜技术，发挥中医在社区康复中

的作用。促进中医药特色康复、传统体育运动与现代康复的技术

融合。 

三、大力推动中药品质提升和产业高质量发展 

（八）加强中药材质量控制 预览已结束，完整报告链接和二维码如下：
https://www.yunbaogao.cn/report/index/report?reportId=11_492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