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闽卫督函〔2023〕43 号

答复类别：B 类

关于省政协十三届一次会议 20232078 号
提案的答复

张劲秋委员：

《关于推动中医药文化普及和发展的建议》（20232078 号）

收悉。现答复如下：

省卫健委高度重视中医药文化工作，近年来通过实施中医药

文化弘扬工程，开展中医药文化传播行动，中医药文化普及和发

展取得了一定的进展，调查表明公民中医药健康文化素养水平逐

年提高。

一、开展中医药文化传播活动。通过举办中医药文化周、中

医药传统技能竞赛、科普巡讲等活动，推动中医药健康文化进校

园、进企业、进社区、进乡村、进家庭。安排专项活动经费，各

设区市每年都举办至少一场大型中医药宣传活动。据不完全统

计，2022 年全省举办各类宣传活动超过 5200 场次，参加人次超

过 30 万。切实提高广大居民中医养生保健素养，普及中医生活

方式，引导群众养成具有中国特色的健康生活习惯。

二、建设中医药文化科普师资队伍。联合省委组织部、编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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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省人社厅共同印发《福建省关于加强新时代中医药人才工作的

实施意见》，加强中医药人才队伍建设。近年来，每年举办一次

全省中医药科普师资培训班，每次培训人员超过 100 人。培训科

目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医药法》《福建省中医药条例》等法

律法规、健康养生常识、医学科普视频文案写作、科普讲授技巧

实训等，为各地的科普工作提供了师资保障。

三、开展中医药文化教育试点活动。联合省教育厅遴选了两

批 48 所中医药文化教育试点学校，安排专项经费，建立校园中

医药文化知识角，免费赠送中医药文化教育读本（小学版）超过

1 万套。通过课堂教堂、校外活动，让学生们认识中医药、学习

中医药和使用中医药，从小养成健康的生活方式。

四、搭建中医药文化宣传教育平台。支持省中医药博物馆建

设，建立省级中医药文化基地 15 个，遴选 41 个省级中医药文化

基地。基地分布在各设区市，成为中医药文化宣传教育的重要平

台。依托福建省卫生和计划生育研究宣传教育中心建立全省中医

药文化宣传资源网上平台，为中医药工作者展示科普作品提供传

播渠道，让广大群众能共享权威的中医药文化宣传资源。

五、开展健康福建行动中医药健康促进专项活动。印发《健

康福建行动中医药健康促进专项活动实施方案》，明确中医药健

康促进专项活动任务清单，健全福建省中西医结合糖尿病战略协

作网、福建省中医健康管理（治未病）联盟工作机制，把中医治

未病理念融入健康促进全过程、重大疾病防治全过程、疾病诊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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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过程，开展 13 种慢病管理路径、6 种中医药养生适宜技术操作

规范的培训。

六、开发中医药文化衍生产品。各中医医院积极研发中医药

文化产品，除传统膏方外，还有中药制作的挂饰、枕头、香囊等，

福建省中医健康管理（治未病）联盟推出了 36 种花茶药膳，福

建省中医体质调理学会推出“儿童保健推拿-五禽戏功法-扭扭操

-茶饮方-药米糊”五位一体的系统化体质管理体系，开发的“经

络飞行棋地毯游戏”深受孩子们喜欢。

七、促进闽台中医药交流与合作。近年来对台中医药交流合

作更加频密，两岸中医药界的中医药学术访问、考察、会议等活

动不断，中医药人员执业、中医药产业贸易方面也有了一定的发

展。“海峡论坛·海峡两岸中医药发展与合作研讨会”“中国泉州

-东南亚中医药学术研讨会”“海峡两岸青年联欢节-中医药传统

文化研习营”“保生慈济文化节”持续举办，福建中医药大学也

有台籍留学生学习进修、教员执教，成立由台籍专家任会长的福

建省中医药学会闽台中医药文化交流分会，学术交流活动热度常

年不减。

中医药文化传播和发展任重道远。下一步，我们将积极吸纳

您的建议，根据省委省政府的部署安排，落实落细《福建省促进

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若干措施》等一系列文件精神，继续推动中

医药文化普及和发展，持续开展中医药文化传播活动，提升广大

群众中医药文化素养，培养民众健康生活习惯，建立中医药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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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同，提升中医药文化自信，坚定传承发展中医药的文化自觉，

发挥中医药在闽台融合发展中的独特作用。

领导署名：杨闽红

联 系 人：刘雪松

联系电话：0591-87816295

福建省卫生健康委员会

2023 年 4 月 12 日

（此件主动公开）

抄送：省政府办公厅，省政协提案委员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