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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陈坤
12月10日下午，福州市卫生

健康委员会在市中医院学术报
告厅召开 2021 年全市中医药工
作会议。市卫健委党组书记、主
任郭勇出席会议并讲话。

会上，郭勇书记对福州市“十
三五”中医药工作进行全面总结，
既肯定取得的成绩，又明确指出
仍存在的差距，同时对“十四五”
中医药重点工作进行了全面部
署，统筹谋划。

大会现场邀请福建中医药
大学吴水生教授、博士生导师讲
授“ 文 化 自 信 和 中 医 振 兴 ”课
题。福州市中医院、福建医科大
学孟超肝胆医院、台江区宁化街
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等单位分别
结合各自特色优势向大会作经验
交流发言。

福州市中医院杨晓煜院长
说，希望借助这次中医药大会的
成功举办，向大家推荐医院的名
医好药，扩大中医药的影响力。

近日，福州市委、市政府印
发《福州市促进中医药传承创新
发展实施方案》，到 2022 年，力
争全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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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万人口中医类医院床位
数达到 6.2 张，每万人口中医执
业（含助理）医师数达到 5.5 人。
到 2025 年 ，建 立 完 善 市 、县
（区）、乡镇（街道）、村（居）四
级中医药服务体系，每万人口中
医类医院床位数达 6.5 张，每万

人口中医执业（含助理）医师数
达到 6.5 人。到 2030 年，福州市
中医院跻身全国有较高知名度
中医院行列。

李卫东副主任表示，希望通
过这次会议，提升中医药人的文
化自信，各级单位遵循《方案》各
项举措，明确目标，压实任务，福
州市卫健委也将积极争取财政投
入，加强政策倾斜，完善保障机
制，有力促进全市中医药事业的
传承创新发展。

提升中医药人文化自信
促进事业传承创新发展

福州市卫健委召开2021年全市中医药工作会议

□本报记者 张鸿鹏
11 月 25 日，福建医科大学附

属第二医院举办抗菌药物管理培

训班。
培训班聚焦抗菌药物合理应用

专题。

□通讯员 林剑瑜
12月7日至8日，福建省健康促

进县（区）创建研讨会在永泰县召开。
研讨会上，永泰县政府副县长

张卫忠到会致辞、省卫健委二级巡

视员郭战平作工作部署。
今年 10 月下旬，永泰县顺利

通过全国健康促进县省级终期评
估验收，即将接受国家级线上验
收。

□通讯员 朱进斌
12 月 12 日，由福建省医院协

会人力资源管理分会、福建省立医
院主办，福建省医务志愿者协会承
办的医院人力资源管理新进展学习
班以线上会议的形式举办。学习班

吸引全省各地医院人力资源管理人
员350余人参加。福建省医院协会
会长朱鹏立出席会议。

朱鹏立希望福建省医院协会人
力资源管理分会充分发挥分会功能，
强化区域合作，探索提高整体水平。

福医二院举办抗菌药物管理培训班

健康促进县（区）创建研讨会召开

医院人力资源管理学习班举办

□本报记者 邓剑云 通讯员 林燕华
12月3日—5日，“福建省道地

药材生态种植及质量保障培训班”
在福州举办。福建省中医药管理
局钱新春局长，福建省中医药科学
院党委书记、院长周美兰等出席开
班仪式。

据了解，这是我省首次举办
“道地药材生态种植及质量保障培
训班”，采取线上线下相结合的形
式。全省各设区市卫健委、农村农
业局，平潭综合实验区社会事业局、

福建中医药大学各附属医院、省中
医药学会、省中西医结合学会、省中
药材产业协会、中药材种植企业等
单位400余人参加培训。

周美兰书记介绍，这些年，省
中医药科学院在依托研究工作进
行调研时发现，中药材种植存在一
些问题。比如，区域种植混乱、品
质退化、生产管理粗放等，均会对
临床疗效造成影响。她希望，省中
医药科学院发挥自身的优势和特
色，通过举办培训班等方式，协同

企业推广中药材生态种植技术，提
高福建道地药材质量水平。

记者了解到，福建省中医药
科学院牵头建立的“中药饮片质
量全程追溯服务平台”“福建省中
药追溯大数据监管服务平台”已初
步完成。目前，已有多个中药材基
地通过“三无一全”认证，并进入两
个平台。

进入“中药饮片质量全程追溯
服务平台”的中药材，将实现“一品
一码”。市民、医生药师通过中药材

外包装上的“追溯二维码”，可查看
到中药材从育种、种植、初加工、包
装仓储全链条环节是否科学、规范，
是否无硫磺加工、无黄曲霉素超
标、无公害。这样便可从源头上
控制中药生产全过程的质量，做
到来源可查、质量可追、责任可
究，既可让群众用上“放心药”，也
可督促企业提高中药材品质，进
而助推我省中药材树立品牌形象。

我省将优先支持具有全过程
追溯体系的中药饮片及道地主产
区重点中药材品种产业化和临床
运用；打造若干个道地药材大宗品
种生态种植基地，使全省中药材种
植面积和产值能够逐年递增。

让群众用上“放心药”
福建首次举办“道地药材生态种植及质量保障培训班”

□本报记者 邓剑云
通 讯 员 王静丹
“养有医、育有道”，中医药文

化普及从娃娃抓起！12月13日，
“福建省中医养育进校园”第二场
线下活动在福建省国资教育托育
园（博纳园）举行。

10月29日，我省举行“福建省
中医养育进校园”启动仪式暨第
一场活动，本场活动是在《“健
康中国 2030”规划纲要》的基础
上进行的进一步扩展和延伸，
将进校园活动范围扩大到了托
育园。

中医养育进校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