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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多个场合高度评价了中医药在科学研究、医疗服务、人才培养、国际交流

等方面取得的丰硕成果,强调要继续坚持中西医并重的思想,推动中医药振兴,在推动建设健康中国、实现

民族振兴、国家富强的历史进程中,继承好、发展好、利用好祖先留给我们的中医药,并谱写新的篇章。在

结合新时代中医药文化发展历程的基础上,梳理习近平总书记对中医药文化的系列论述,阐明了在这些重

要论述指导下,我国中医药事业充分发挥独特优势,在推进传承与发展、推进中医药现代化产业化、服务人

民健康、抗击新冠疫情、推动中医药走向世界等方面所作出的重大历史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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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瞻远瞩,站在

中华民族长期积累的宇宙观、天下观、社会观、自然

观、生命观的高度,特别是站在天人合一、人类命运共

同体、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高度,始终把中医药发展

与新时代中国医疗实际相结合,与传统中医药文化历

史传统相结合,在多个场合对中医药工作作出了一系

列重要论述,高度评价了中医药在科学研究、医疗服

务、人才培养等方面取得的丰硕成果,强调要继续坚持

中西医并重的思想,推动中医药振兴,在建设健康中

国、实现民族振兴中,继承与发展好中医药,并在新征

程上谱写新的篇章。习近平总书记聚焦促进中医药传

承创新发展这个时代课题,对如何认识与发展中医药、
发展什么样的中医药等长远性、根本性问题,进行深入

回答,为新时代新征程创新发展中医药指明了方向。
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中医药文化的系列论

述,对于我们进一步坚定文化自信,推进中医药创新发

展,更好地服务人民健康,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时代中医药文化的重要

论述

2013年3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二届全国

人民代表大会一次会议闭幕会上的讲话指出:“中华

民族具有5000多年连绵不断的文明历史,创造了博

大精深的中华文化,为人类文明进步作出了不可磨灭

的贡献。”[1]作为医学与文化、人文与科学的统一,中
医药是中华民族在几千年奋斗中创造积累出来的宝

贵财富,为中华民族战胜一次次战争、瘟疫、灾荒困

扰,推动自身生存繁衍作出了重要贡献。1949年10
月新中国成立后70多年来,中医药在党和政府的领

导下,经过几代中医药人的努力,在人才队伍、诊疗、
器具、药材、教学培养、中医服务等方面,已经积聚了

坚实的基础。西医竞争与对中医错误认识,给中医药

发展带来了极大的困难。2012年党的十八大以来,
习近平总书记立足国情,植根群众,多次在各种场合

作出重要指示、批示等,为中医药发展指明了前进

方向。
(一)尊重历史,不断重申和强调中医药的历史贡

献与地位

2010年6月20日,在澳大利亚墨尔本出席孔子

学院授牌仪式时,习近平高度评价中医药文化,认为

它对深入研究、总结、丰富世界医学事业具有积极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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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2013年8月20日,习近平在会见世界卫生组织

总干事陈冯富珍时表示,中方愿继续加强双方合作,
促进中西医结合及中医药在海外发展,推动更多中国

生产的医药产品进入国际市场,共同帮助非洲国家开

展疾病防治和卫生体系建设,为促进全球卫生事业发

展作出更大贡献。2015年12月22日,中国中医科

学院成立60周年,习近平总书记在祝贺信中强调中

医药是“祖先留给我们的宝贵财富”,是“中华民族的

瑰宝”,是“打开中华文明宝库的钥匙”,包涵着中华民

族的哲学智慧和几千年健康养生经验。他要求中医

药工作者坚定自信、勇攀高峰、发掘精华、发挥优势,
切实在建设健康中国、实现中国梦的进程中,把中医

药继承、发展与利用好,再续时代新篇章[2]。
(二)高瞻远瞩,不断对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进行

顶层擘画

中医药文化是中华文化的“命脉”,也是我们在百

年未有之大变局中站稳脚跟的坚实根基。党的十八

大以来,在习近平总书记的引领下,中医药发展的蓝

图渐渐打开。2016年8月19日,全国卫生与健康大

会召开,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着力推动中医药振兴

发展,坚持中西医并重,推动中医药和西医药相互补

充、协调发展,努力实现中医药健康养生文化的创造

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几个月后的12月6日,《中国

的中医药》白皮书由国务院发表,把中医药发展定为

国家战略。金砖国家卫生部长会暨传统医药高级别

会议于2017年7月6日召开,习近平在贺信中指出,
中医药的独特优势,已经得到许多国家民众的广泛认

可,传统医药是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在促进文

明互鉴、维护人民健康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第十

九届国际植物学大会在2017年7月24日召开,习近

平在贺信中说,中国在两千多年前编成的诗歌总集

《诗经》,记载了130多种植物,中医药学为人类健康

作出了极为重要的历史贡献。2017年10月在党的

十九大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坚持中西医并重,传承

发展中医药事业。习近平要求积极发展健康产业。
并于2018年10月22日走进珠海横琴新区粤澳合作

中医药科技产业园,强调产学研要一体化,推进中医

药产业化、现代化,让中医药走向世界。2019年10
月,新中国首次以国务院名义召开中医药大会,印发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促进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的意

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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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南阳市医圣祠和药

益宝艾草制品有限公司,了解中医药发展和艾草制品

产业发展情况,强调中医药要守正创新、传承发展,科
研和创新必须推进,要把中医药学原理用现代科学来

解读。发展艾草制品既能就地取材,又能就近解决就

业等。2022年10月在党的二十大上,习近平总书记

又一次强调全面推进健康中国建设,促进中医药传承

创新发展。
(三)发展产业,锚定中医药产业现代化、国际化

方向

推进产学研一体化发展,是习近平总书记把握时

代脉搏,为中医药事业发展开出的时代良方。《“十四

五”中医药发展规划》写入了粤港澳大湾区中医药高

地建设工程。截至2022年5月,粤澳合作中医药科

技产业园注册企业已由2018年的100家左右增至

224家,产业聚集效应初显。如何让中医药有效的抗

疫经验走出国门,被世界医学界认可? 习近平总书记

在专家学者座谈会上强调:现代评价手段要用,几千

年的历史经验也要尊重,要向患者讲清楚中医药的疗

效。2021年3月,在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医药卫生

界、教育界委员时,总书记再次强调要用科学的方法

说明中药在治疗新冠肺炎中的疗效。从应对“德尔

塔”到“奥密克戎”,在全国三年多的抗疫实践中,中医

药深度参与疫情防控,有效缩短病程、减少重症发生

率、降低死亡率。中医药的多靶点、多通路起效的作

用机制得到了实践与科研证实。世界卫生组织于

2022年4月发布的《中医药救治新冠肺炎专家评估

会报告》,高度肯定了中医药治疗新冠肺炎的安全性

有效性,鼓励各国考虑用中西医结合模式应对疫情。
(四)心系民生,强调中医药以人民为中心的服务

理念

十年多来,习近平总书记始终坚守人民情怀,体
察民情,牵挂民生,足迹遍布大江南北、长城内外。
2015年2月15日,习近平考察西安市雁塔区电子城

街道205所社区中医馆时高兴地说,中医因为副作用

小,疗效好,中草药价格相对便宜,很多患者喜欢看,
发展中医药、开设中医科很全面。总书记不仅带“火”
了这家社区中医馆,更带“火”了基层中医药事业的发

展。2016年2月3日,习近平总书记来到江中药谷

制造基地考察,他说,医疗保健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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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重要方面,要下大气力抓好,生产廉价、高效、优质、
群众需要的药品,杜绝假冒伪劣,切实保障老百姓的

生命健康权益。2016年3月29日,习近平同捷克总

统泽曼举行会谈,双方达成共识,就是进一步支持中

医在捷克及中东欧地区的传播、推广和应用。2017
年12月12日,习近平总书记来到江苏徐州潘安湖街

道马庄村,走进村里的香包制作室。拿起王秀英制作

的中药香包,总书记买下一个,笑着说:“我也要捧捧

场。”现在,马庄村的“小香包”已经成为村民们致富的

“金荷包”[3]。从全国来看,中医馆从零星开设到逐渐

普及,到2021年底,全国85%的社区卫生中心和乡

镇卫生院都开设了中医馆,极大方便了人民群众看

中医。
(五)总结表彰,高度赞扬中医药在抗击疫情中所

作出的伟大功绩

2020年6月2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专家

学者座谈会,充分肯定中医药勇担疫情防控的时代重

任,认为,这一次疫情防控,坚持中西医结合、中西药

并用,是中医药传承精华、守正创新的鲜活实践。他

认为,在几千年的发展中,中华民族之所以能够一次

次转危为安,靠的就是中医药,在与疫情斗争中还进

行系统总结,产生了《伤寒杂病论》《温病条辨》《温热

论》等医著。这次筛选出的“三药三方”,就是从古典

医籍经方转化而来的。要及时总结中医药防治疫病

的理论和诊疗规律,既用好现代评价手段,也要充分

尊重几千年的经验,讲清楚中医药的疗效。要加强传

统医学名著的深入挖掘,建设一批科研支撑平台,改
革完善中药评审审批机制,促进中药新药研发和产业

发展。根据疫情防控新经验,大力建设中医药服务体

系,强化中医药人才队伍建设,对管理体制机制问题

要深入研究,中医药工作的组织领导要加强,通过多

种举措,不断推动中西医药相互补充、协调发展。为

了听取“十四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意见和建议,2020
年9月2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京主持召开教育文化

卫生体育领域专家代表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强
调要促进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坚持中西医并重和优

势互补,建立符合中医药特点的服务体系与模式等。
(六)命运一体,不断增强中医药对全人类发展的

贡献

中医药与世界的距离如此之近,与世界的交流如

此之深,这是习近平总书记深邃思考与科学指引的结

果。为建设中医医疗机构,充分利用中国传统医学资

源为成员国人民健康服务,习近平主席在2013年的

上合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和2015年

的第十五次会议上均表示,中方愿意同各成员国合

作,并愿意简化人员签证和劳务许可手续等举措。
2017年1月,习近平主席前往瑞士日内瓦,首次访问

世界卫生组织,赠送针灸铜人,并表示,要用开放包容

的心态促进传统医学和现代医学更好融合。为积极

倡议五国召开传统医药研讨会,探索传统医药在新冠

肺炎防治方面的作用,更好地防控全球疫情,2020年

11月,习近平主席积极参与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二

次会晤;2021年9月,习近平主席在上合组织成员国

元首理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上提出,中方倡议成立本

组织传统医药产业联盟,为各国开展传统医学合作开

辟新路径。2022年4月,青蒿素问世50周年之际,
习近平主席致青蒿素问世50周年暨助力共建人类卫

生健康共同体国际论坛的贺信指出:中国通过提供药

物、技术援助、援建抗疟中心、人员培训等多种方式,
向全球积极推广应用青蒿素,挽救了全球特别是发展

中国家数百万人的生命,为全球疟疾防治、佑护人类

健康作出了重要贡献[4]。为了共建人类卫生健康共

同体,积极推进传染病防控国际合作,中医药的传播

范围已扩大至196个国家和地区,建成30个较高质

量的中医药海外中心和56个中医药国际合作基地,
打造了一批中医药国际文化传播品牌。

二、持续推动新时代中医药作出历史性重大贡献

习近平总书记高瞻远瞩,始终注重对中医药工作

进行长远思考与擘画。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国务

院作出一系列具有深远意义的决策部署,推动中医药

作出了历史性贡献。
(一)提质增效,中医药服务能力不断提升

党的十八大以来,随着民生建设加快,健康中国

建设步伐也得到加快,全球规模最大的医疗卫生体系

在我国建成,685种药物被定为国家基本药物目录品

种,参保人数超过13.6亿人,居民个人卫生支出降至

27.7%。我国主要健康指标居于中高收入国家前列,
人均预期寿命,在2021年已经达到78.2岁。十年来

我国中医药服务体系着力发挥中医药特色优势,着力

发挥推进健康中国建设和服务群众健康工作。国家

卫生健康委发布的数据显示,全国备案中医诊所超过

2.8万个、八成以上县级区域已设置县级中医院、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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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成县级综合医院设有中医科,服务能力明显提升。
十年间中央财政累计投入支持3.67万个中医馆建

设。中医药全面融入健康中国行动,参与基本医疗卫

生制度建设。数据表明,提供中医药服务的社区和乡

镇医疗卫生机构,已经达到98%。同时,还下大气力

推动优质中医医疗资源提质扩容,推进国家中医医学

中心、区域中医医疗中心建设,国家医学中心已经把

6所中医类医院纳入“辅导类”的创建范围,国家区域

医疗中心医院已经把20所中医院纳入范围,8个中

医项目被确定为国家区域医疗中心建设项目,巩固扩

大中医特色优势,中医治未病健康工程得到升级,中
医药康复服务能力工程得到提升,中医药服务功能、
中西医协同机制更加健全,我国优质高效中医药服务

体系建设迈上新台阶。单从安徽中医药大学来看,该
校依托重大项目建设,提升基础设施条件。如成立国

家中医区域医疗中心,第一附属医院与上海曙光医院

合作共建上海曙光医院安徽医院,新增床位1000张。
(二)抗击疫情,在战胜新冠疫情中展现风采

2020年年初,新冠疫情突袭荆楚大地,武汉告

急,湖北告急。2020年1月2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

常务委员会召开会议,专门听取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

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汇报。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不断

完善诊疗方案,坚持中西医结合,尽快明确诊疗程序、
有效治疗药物、重症病人的抢救措施。2月10日,他
在北京调研指导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时再次指出,
坚持中西医结合,坚持中西医并重。面对大疫,党和

国家对中医药给予了高度的信任与认可。国家中医

药管理局迅速行动,动员部署中医药系统全面投入疫

情防控的人民战争、总体战、阻击战。3个月的时间,
5批国家中医医疗队773人驰援武汉,中医药系统近

5000人奋战在荆楚大地。面对未知的病毒,“三药三

方”的确切疗效惊艳世人。6月2日,习近平总书记

主持召开专家学者座谈会,高度赞扬了中医药工作

者,坚持中西医结合,虽然没有特效药,但在临床上推

出8版诊疗方案,筛出“三药三方”,得到世界上多个

国家的借鉴和使用。9月8日,在全国抗击新冠肺炎

疫情表彰大会上,总书记再次表扬中医药的贡献,并
亲自为张伯礼院士颁发“人民英雄”奖章。

(三)深化医改,在分级诊疗中放大惠民效果

基层中医馆建设有力促进了分级诊疗制度建设。

在深化医改进程中,积极鼓励中医院牵头组建医联

体,更好地发挥中医药优势。2021年,在全国共有

827个国家紧密型县域医共体进行试点,约占试点县

(市、区)的68%,其中,34%的试点中医院作为牵头,
积极参与并引导医共体。十年来,随着医改的不断深

化,惠民效果也逐步放大,群众对中医药的满意度也

得到进一步提升。从全国来看,一个覆盖城乡、预防

保健、疾病治疗以及康复于一体的中医药服务体系初

步建成。截至2020年底,全国中医总诊疗人次数达

到10.58亿。
(四)完善政策,中医药发展政策供给更加全面

有力

2015年5月,首个中医药健康服务领域的专项

发展规划《中医药健康服务发展规划(2015—2020
年)》发布;2016年2月《中医药发展战略规划纲要

(2016—2030年)》出台,明确了未来十五年的工作重

点,把中医药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2017年7月1
日正式实施首部《中医药法》,为我国扶持和促进中医

药事业发展确立了法律依据,具有开创意义;2019年

10月印发《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促进中医药传承创

新发展的意见》,多部门联合印发《全国道地药材生产

基地建设规划(2018—2025年)》《中药材生产质量管

理规范》等文件,使我国中医药的顶层设计日臻完善,
政策举措更加健全,中医药政策供给更加全面,有力

地促进了中医药的传承与发展,也显著提升了中医药

对经济社会发展的贡献度,新时代的中医药现代化迈

出更为坚实的步伐。
(五)振兴产业,中医药产业体系、规模日益壮大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药产业在国家政策指引下快

速发展,逐渐成为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中具有独特优

势和广阔市场前景的战略性产业。中医药从田间地

头,到工厂智能化流水线的制药工业,从中药标准化

项目实施到中药科技研发与创新,从脱贫攻坚到乡村

振兴,从抗击疫情到融入大健康产业,中医药产业以

保障民生、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大局为己任,成果惠及

千家万户。截至2021年6月,我国共有8443家药

品生产企业,其中3995家企业生产中药产品。中药

产品过去只有丸、散、膏、丹,现在已经有滴丸、片剂、
膜剂、胶囊等40多种剂型,中成药生产工艺水平也得

到很大提升。目前,以中药农业为基础、中药商业为

纽带、中药工业为主体的产业体系日益完善。第四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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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中药资源普查摸清了中药资源家底,道地药材有

了“家谱”,120种大宗或道地药材实现规范化种植,
超过60种中药材开展生态种植,50余种濒危野生中

药材实现种植养殖或替代。中药材质量保障项目落

地实施,各省都建设一批道地药材良种繁育基地、生
态种植基地,推进中药质量追溯系统的建设和使用,
中药追溯系统应用范围不断扩大。农业农村部建设

全国中药材产业技术体系,加强种植技术指导,加强

源头管理。2021年国家药监局国家药品抽检年度报

告显示,中药饮片抽检总合格率达到98%。中药产

业从林草生态、农业种养殖再到饮片炮制、工业生产,
中药全产业链体系日益完善壮大。统计数据显示,中
药工业主营收入由2012年的5156亿元增长到2021
年的近7000亿元。

三、持续推进新时代中医药文化高质量发展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要推进

健康中国建设。把保障人民健康放在优先发展的战

略位置,完善人民健康促进政策。优化人口发展战

略,建立生育支持政策体系,降低生育、养育、教育成

本。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发展养老事

业和养老产业,优化孤寡老人服务,推动实现全体老

年人享有基本养老服务。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促
进医保、医疗、医药协同发展和治理等[5]。贯彻这一

报告精神,重点需要思考以下几点。
(一)人民至上,深入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的服务

理念

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理念。中医药卫生事业

关系亿万人民健康,是一个十分重大的民生问题。从

本质上来讲,发展中医药不是为了发展经济,而是为

了人民健康。党的二十大要求推进健康中国建设,把
保障人民健康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位置。对此,我们

要着力解决群众看病难、看病贵问题,继续补短板、强
基层、建机制,更好地保障人民健康。促进优质医疗

资源扩容、下沉和区域均衡布局,合理配置资源,统筹

推进城乡并重、城乡一体化治疗体系,让城乡居民共

享中医药发展带来的好处。要坚持中医药医疗卫生

的公益性质,坚持预防为主、中西医并重,既要推动建

设大城市的医疗中心和中医药传承创新中心,也要推

进基层中医药服务能力提升工程,推动优质医疗资源

下沉,要让基础薄弱的农村预防保健和中医药工作,
得到重点加强,不断缩小地区间差距,让老少边以及

欠发达地区、偏远地区的人民群众也能享受中医药的

优质资源。建立中医药对生育的支持政策,实施积极

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发展优化孤寡老人诊断治

疗康复服务,为群众提供全方位全周期的健康服务。
聚焦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全面建成便民医疗服务

圈。实行政事分开、管办分开、医药分开、营利性和非

营利性分开,强化政府责任和投入,鼓励社会参与,建
设覆盖城乡居民的中医药服务体系。

(二)提高质量,不断创新技术水平与服务效能

所谓医疗高质量发展,其核心就是提高对人民群

众诊断治疗康复的水平,推进诊疗技术创新,提高诊

疗水平。要推进中医药守正创新,创新诊疗技术手

段、开方用药等。要继续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逐
步提高防病治病和健康管理能力。继续推进医保、医
疗、医药的联动,扩大中医药的医保范围。以市级大

中医院为支撑,构建大会诊中心,发展中医互联网医

院,进行远程医疗和互联网诊疗,构建线上线下一体

化中医医疗服务模式,多措并举,为患者提供高质量

的卫生健康服务。临床实践和研究成果要不断得到

转化,多学科积极参与的协同诊疗机制要逐步实现。
逐步建立多学科协同的长效机制;促进公立医院规范

化、精细化管理,高质量提升,加快一流学科建设,提
升医疗服务质量,健全绩效评价机制;要抢救性深挖、
传承流传在民间的祖传秘方、偏方、祖传中医人才与

技术,以更好地为人民健康服务。弘扬祖国医学“大
医精诚”“大爱无疆”的奉献精神,改善服务态度,构建

和谐医患关系。坚持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坚决反对片

面追求经济效益的倾向,始终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
坚决查处与整治“以黑医手段挣黑心钱”的医案。

(三)培养人才,建设高水平的中医药人才队伍

人才是中医药的第一资源。努力造就新一代名

中医、名大家,仍是当务之急。高水平的中医药专家

仍然不够用,尤其是农村地区,更是严重缺乏。认真

总结高等中医药院校的办学经验,深化改革,更高效

地提升高等中医药院校办学质量,提高硕士、博士研

究生及博士后流动站的教学水平与办学质量,多种形

式持续推进名老中医药专家学术思想和经验继承工

作;深化体制改革,优化结构,增强科研机构的活力,
重大疾病防治、中药生产关键技术、中医复方以及基

础理论研究,要有新的突破,督促重点研究机构和重

点学科、实验室的投入和建设,积极促进卫生科技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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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病治病相结合,促进科技成果的转化和应用。办好

成人医学教育及进修教育,培养一支适应社会需求、
结构合理、德才兼备的中医药专业队伍;加强基层应

用型人才培养,特别是全科医生、农村订单定向免费

医学生的招生培养,满足基层中医药人才队伍的有效

需求,继续做好中医名家传帮带工程;优化中医药服

务体系,逐年增加人才培养培训费用。在职称评审方

面,要给予长期在基层服务的中医医师进行政策倾

斜;逐步探索“县管乡用”的基层中医药用人制度,更
好地稳定基层中医药人才队伍。

(四)转换模式,由治病模式转向治未病模式

中医药始终注重“天地一体、天人合一”理念。随

着全球环境、人类的健康状况和疾病病谱所发生的重

大变化,疾病的治疗模式已由原来的单纯治疗模式逐

步向预防—治疗—康复—保健相结合的模式转变,由
单一的“生物医学”模式向“生物—心理—社会医学”
模式转变;由化学药物向天然药物转变,由单一的药

物防治向“精神与药物结合”防治模式转变,由单一的

药物和手术的防治模式向综合的药物、手术防治加非

药物和非手术防治模式转变。对此,医疗界上下各级

都要有共识。“药食同源”,中医药来源于自然药物,
毒副作用相对较小,无耐药性;在养生保健、延年益

寿、强身健体方面拥有系统理论和多种有效方法,具
有延缓衰老、免疫调节、抗疲劳、抗氧化、美容、辅助降

“三高”、调节肠道菌群、促进生长发育、改善亚健康

等多种功能。中医的针灸、气功、导引、太极、吐纳、按
摩、拔火罐、刮痧等,可治疗几百种病。近年来,中医

药在治疗心脑血管疾病、恶性肿瘤、病毒性肝炎、类风

湿性关节炎、老年病等方面,特别是在治疗艾滋病、解
毒脱瘾等现代病方面,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人们越来

越把防治疑难杂症、慢性病等寄希望于中医药。要深

入推进拓展养生保健与“治未病”,逐步实现在基层医

疗卫生机构、妇幼保健机构、疗养院等开展“治未病”
服务。

(五)走向世界,为人类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要推动中医药走向世

界。抗疫以来,中国政府积极推动中医药抗疫国际合

作,得到国际社会高度评价和认可。我们要乘势而

行,尽力而为,深化中医中药“国际行”活动,加大力

度,加快步伐,设立诊疗医院、诊所,开设中医药店,强
化中医药国际服务、宣传中医药文化、弘扬中医药核

心价值理念等,使中医中药防病治病的优势,在国际

与区域社会得到发挥,不断增强其国际吸引力、感召

力。要充分发挥中医药在贸易、文化、外交、“一带一

路”倡议等方面的独有作用,打造多种类别的中医药

文化品牌,更好地强化我国在国际传统医药领域的话

语权和主导权,利用中医药品牌,带动产品、衍生品、
服务和产业链发展。要在派遣中医人员、吸收外来学

生、输出中成药等方面继续深入推进,发挥中医药在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上的独特作用。“大道无边”“大
爱无疆”。广大中医药工作者要自觉坚定文化自信,
勇攀医学高峰,深挖医疗宝库,为推动中医药走向世

界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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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reportofthe20thNationalCongressoftheCommunistPartyofChina(CPC)furth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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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tothequalityofhighereducation,andthequalityofpersonneltraining,andisalsorelatedto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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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threedimensionsofideologicaltheory,valuegoalandpracticalapproach,andbuildthecomprehensive
andsystematicevaluationsystem,soastotrulymakethelaboreducationincollegesanduniversitiesbecome
aboosterforthehigh-qualitydevelopmentofhighereducationandtheall-rounddevelopmentofcollegeand
universitystud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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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Sincethe18thNationalCongressoftheCommunistPartyofChina(CPC),GeneralSecretaryXi
Jinpinghas,onmanyoccasions,highlypraisedthefruitfulachievementsofChinesemedicineinscientific
research,medicalservices,personneltraining,internationalexchanges,etc.,andemphasizedtheneedto
adheretotheideologyofgivingequalimportancetobothChineseandWesternmedicines,andtopromotethe
revitalizationofChinesemedicine.Healsoemphasizedtheneedtoinherit,developandmakegooduseofthe
Chinesemedicineleftbyourancestorsandwriteanewchapterinthehistoricalprocessofpromotingthe
constructionofahealthyChinaandrealizingtherevitalizationofthenationandthewealthandstrengthofthe
country.OnthebasisofthedevelopmenthistoryofChinesemedicinecultureinthenewera,thepaper
combsthroughGeneralSecretaryXiJinping’sseriesofexpositionsonChinesemedicineculture,andclarifies
thatundertheguidanceoftheseimportantexpositions,China’straditionalChinesemedicinecausegivesfull
playtoitsuniqueadvantages,andmakessignificanthistoricalcontributionstopromotingtheinheritanceand
development,advancingthemodernizationandindustrializationoftraditionalChinesemedicine,serving
people’shealth,combatingtheNewCrownEpidemic,andpromotingthedevelopmentoftraditionalChinese
medicinetotheworld,andso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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