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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中国中医药工作重点

——向世界中医药学会联合会会员及有关单位介绍

l积极参与医莼卫生体制改革

1)充分认识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工作的必要

性、紧迫性和艰目陛，认真学习国务院将出台的深化医

药卫生体截改革的畜美文件，深刻领会改革的指导思

想、基本原则、目标任务，认真落实好医改方案中提出

的各项要求，积极配合做好中医药行业的试点工作。

2)匿绕建设基本嚣疗卫生麟度的任务，将中医医

疗预防保健服务体系纳入到公共卫生服务体系、基本

医疗服务体系申统筹规划，同步建设。

2翔强中医嚣疗服务体系建设

1)进一步完善农村三级中医医疗服务网络和以

中医药社区卫生服务为蒸础的新型城市中医医疗服务

体系。

2)组织落实好重点中医医院建设项目。

3)切实加强中医医疗机构内涵建设和管理。

‘|)加强综合医院中嚣药工作。

5)鼓励发展多种形式的中医医疗机构。

3实藏“三名三进”工獠，推进中医药进农村、进社区

1)加强重点专科(名科)、名医、名院建设。

2)推进中医药服务进农村。

3)推进中医药服务进社区。

4)加强农村和社区中医药人才培养。

4实施中医“治未病"健康工程，探索构建中医预防

保健服务体系

1)继续组织中医医院开展“治朱病”试点工作，适

当扩大试点范围。

2)研究、制定加强中医保毽服务工律的指导意

见，明确有关原则、目标和任务，总结实现“治未病”理

念的有效途径和方法，实施中医“治未病”健康工程。

3)加强孛医“渗未瘸”工作躲支撑条件建设。

4)加强中医“治未病”人才队伍建设。培养一批

中医药基本功扎实、具有丰富的临床实践经验的医师

酞伍襁实爰燮人才。

5加强中医药防治重大疾病的研究

1)做好圈家中医临床研究基地建设项目组织申

报工诈。

2)加强对防治重大疾病的科研攻关。

3)加强重大中医药项繇的组织管理。

6大力培养合格中医药人才

1)加强对中医药院校教育的宏观指导，与教育部

研究建立中医药教育宏观管理工作协调机键，建立突

出中医药特点的中医药人才培养质量评估体系，探索

中医药院校省、部、局共建模式。

2)完善中医药师承教育制度，牙袋中医药精承教

育与专业学位衔接的试点工作，探索建立中医药师承

教育的学位政策。

3)继续推进中医药重点学科建设，裁定《中送药

重点学科建设中长期规划》，对“十五”期间的中医药

重点学科建设点进行验收，启动“十一五”中医药重点

学科建设工作。

7做好中西医缩合和民族医药工作

1)继续加强中西医结合工作，加强重点中西医结

合医藏建设，完成第一批国家孛医药管理局重点中西

医结合医院建设单位评估验收，开展第二批建设工作，

抓好局“十一五”重点中西医结合专科建设。

2)全面实施《关于切实加强民族医药事煎发展的

指导意见》，组织相关部委局联合对实施情况进行督

导，抵好中医医院建设项目中的民族医医院的建设，微

好重点民族医专科建设。

8推进中医药文化建设，做好中医药宣传工作

1)加强中鼷药文化煮传，打造文化宣传鼹牌，探

索创新中医药文化宣传的机制和方法。继续组织开展

“中医中药中国行”大型科普宣传活动。

2)加强中医医院中医药文化建设，结合行风建设

和医院发展规划，落实好《关于加强中医医院中医药

文化建设的指导意见》的要求，及时总结推广典型

经验。

3)加强中医药新闻发布工作，牢牢把握正确导

!向，切实提高舆论引导能力。

9加疆孛篡药法裁建设，强亿行盟魅蟹

1)推进《中医药法》的立法进程，协调全国人大、

国务院法制办开展立法专项调研，开展中医药知识产

权、野生药材资源保护的立法调研。

2)加大《中医药标准化发展规划(2006—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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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的落实力度，开展一批中医药相关管理标准的研

究制定，进一步参与国际标准的制定。

3)坚持依法执政、依法管理，加强中医药监督队

伍建设。推行政务公开、院务公开。加大对中医医疗机

构、从业人员的资格准入和中医医疗服务的监管，依法

规藏医疗服务行势，提高医疗质量管理，保证医疗安全。

lO加强中医药国际合作与交流

1)积极推进政府间中医药的双边合作，落实业已

签署酶中法、审俄、孛意等双边合佟协议，积极开展孛

美中医药合作的研究和磋商。进一步重点研究国际区

域中医药合作战略，做好中医药“申遗”工作，继续加

强与整界卫生缀织、世界贸易组织及联合雷教科文缰

织等国际组织的对话及紧密合作机制，办好第一次在

我圈举办的全球性世界卫生组织2008年传统医药

大会。

2)落实《中医药国际科技合作纲要》，确定中医药

科技合作的优先领域和重点合作囡家，有针对性地开

展合作与交流，裁定并实施《中医药对外合作与交漉

十年计划(2008一v 2017)》，加强中医药对外合作与交

流的支撑条件建设，开展中医药外向型人才培养和对

终合作与交流基地建设。加强国际中医药及传统送药

信息的采集分析。

3)推动中医药服务贸易发展，开展中医药服务贸

易王终试点，傀先获持一批孛莲药服务顼叠，促进中医

药的对外贸易，加强开展中医药国际服务贸易，提升中

医药服务贸易的水平和质擞，营造加快中医药网际服

务贸易发展的宏观环境，建立符合国际规范穰圈际市

场需求的中医药服务贸易促进体系，与商务部共同组

织中医药服务贸易系列国际推介活动，组织中医药服

务贸易人才培诫。

4)开辟新的中医药对外传播渠道，充分利用现代

传播技术，构建中医药对外交流与合作信息服务平台。

努力提高审医药国际教育水平，加强与各国科研机构

和高等院校间的网际科技合作，支持培育国内中药企

业参与国际合作与竞争。在国际交流合作中加强中药

资源保护程中医药絮识产权保护，有计鲻逢开发季|遴

世界各地传统医药资源。结合国家区域开发战略支持

我国少数民族地区开展民族传统医药的国际交流与合

作。加强与世界各国中送药学术麟体闻翡交流与

合作。

5)实施好《困家中医药管理局与番港食物及卫生

局关于孛医药赣域兹合作协议》，积极争取与溃fl签

署有关中医药合作协议，办好第三届海峡两岸中医药

学术研讨会，进～步建立完善两岸交流长效机制。继

续开麟与香港、澳门特剐行政区及台湾地区在人才培

养、成果转化、开拓国际市场等方面的交流合作。

(淤志强选摘自中国国家中医药管理局<<2008年

中丞药工作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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