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2年10月13日

电话电话:(:(05910591))8709587095576 版式版式//林珊林珊责编责编//蓝旭蓝旭 11

2022 年 9 月 28 日 —
30 日 ，由 中 华 中 医 药 学
会 、台 湾 中 华 海 峡 两 岸
中医药合作发展交流协
会 共 同 主 办 ，福 建 卫 生
职 业 技 术 学 院 承 办 ，李
时珍医药集团有限公司
等协办，福建中医药大学
等支持的“第四届海峡两
岸青年中医药传承创新
论坛暨道地药材临床应
用论坛”在福建省福州市
通过线上线下相结合的
方式举办。邀请十余位
海峡两岸从事中医药研
究的知名专家和学者，围
绕两岸中医药传承创新、
道地中药材研究等主题
展开交流与研讨。两岸
中医药专家和中医药行
业从业人员 200 余人参加
了线下会议，3300 多人以
线上方式同步参会。

9 月 29 日，论坛开幕
式 上 ，国 家 中 医 药 管 理
局港澳台办公室主任吴
振斗线上致辞，中华中医
药学会副秘书长刘平、台
湾中华海峡两岸中医药
合作发展交流协会副秘
书长康宸凯、福建省卫生
健康委员会中医药管理
局局长钱新春、福建卫生
职业技术学院校长许能
锋出席并致辞。

吴 振 斗 表 示 ，国 家
中医药管理局高度重视
两 岸 中 医 药 交 流 合 作 ，

打 造“ 海 峡 两 岸 中 医 药
发展与合作研讨会”“海
峡 中 医 药 产 业 发 展 论
坛 ”等 品 牌 活 动 ，搭 建

“ 海 峡 两 岸 中 医 药 科 技
平台”，旨在全面促进中
医 药 科 研 、教 育 、文 化 、
产 业 交 流 合 作 ，更 好 地
为 两 岸 中 医 药 界 服 务 。
本 次 论 坛 的 召 开 ，对 深
化 两 岸 中 医 药 领 域 合
作 ，促 进 青 年 中 医 药 人
才 发 展 ，提 升 中 医 药 发
展水平，具有重要意义。

刘 平 表 示 ，中 华 中
医 药 学 会 自 2014 年 以
来，已连续举办八届“海
峡 两 岸 道 地 药 材 论
坛”。2022 年 3 月 29 日，
国 务 院 办 公 厅 印 发 的

《“ 十 四 五 ”中 医 药 发 展
规划》明确提出，加强与
港澳台地区的中医药交
流合作。希望两岸中医
药同仁以本次论坛为契
机 ，充 分 交 流 分 享 两 岸
中医药事业产业发展进
展 与 成 果 ，进 一 步 加 强
两 岸 道 地 药 材 产 业 合
作 ，推 动 更 多 优 秀 的 中
医药成果转化和推广应
用 ，为 中 医 药 传 承 创 新
贡 献 智 慧 与 力 量 ，促 进
两岸中医药事业产业高
质量发展。

康 宸 凯 表 示 ，通 过
海峡两岸青年中医药传
承 创 新 论 坛 ，要 促 进 中

医药人才培养机制体制
完 善 ，加 速 两 岸 中 医 药
青年人才培养，鼓励支持
两岸中医药青年人才创
新创业，积极营造优质中
医药人才环境，并通过专
家研讨，对两岸名老中医
学术传承与中医创业结
合进行交流，共同讨论出
一条中医药创新创业未
来可行的发展道路。

钱 新 春 表 示 ，中 医
药 知 识 在 闽 台 传 播 ，不
断吸纳了闽台对当地中
草 药 研 究 的 成 果 ，逐 渐
印 记 了 闽 台 水 土 特 色 ，
形成了具备共性基础上
又有若干特征的健康理
念 。 他 提 出 ，要 加 强 管
理 ，推 进 道 地 药 材 业 健
康 发 展 ，加 大 知 识 产 权
保 护 力 度 ，加 大 中 药 科
研 攻 关 和 对 外 宣 传 力
度 ，提 升 道 地 药 材 的 品
牌知名度和影响力。要
医 教 协 同 ，发 挥 多 载 体
的育人功能，加强两岸院
校 、中 医 药 教 育 科 研 单
位、行业协会的标准互通
与技术交流。要发挥优
势，聚焦多形式的文化传
承，充分发挥海峡两岸地
缘优势，融合实施中医药
文化弘扬工程，进校园、
进企业、进社区、进乡村、
进家庭。

许 能 锋 表 示 ，建 校
110 年来，福建卫生职业

技术学院始终紧跟时代
步 伐 ，深 化 职 业 教 育 改
革，致力培养业精德诚的
医药卫生人才。2021 年
成功入选福建省高水平
职业院校和专业计划（A
类）立项建设单位，中药
学专业就是高水平药学
专 业 群 的 重 要 支 撑 专
业。学校未来将更好地
借助自身的地缘优势，加
强与台湾高校的交流与
合作，培养高水平、服务
基层的中医药技术技能
人才，共同致力海峡两岸
中医药的高质量发展。

论坛上，钱新春作了
“学好中医药条例，传承
中医事业”的专题报告，
介绍了中医药法律法规
对事业产业发展的作用
和思路；中华中医药学会
副会长、福建中医药大学
校长李灿东在专题报告
中 ，结 合 中 医 药 自 身 特
点，围绕中医药传承创新
与服务能力建设工作分
享了自己的做法和思考

建议；中国医学科学院药
用植物研究所原所长、中
华中医药学会中药资源
学分会主任委员孙晓波
以“道地性—质量控制”
为重点，介绍了创新驱动
中药材高质量发展的思
路 ，并对 闽 药 发 展 提 出
规 划 和 建 议 ；中 国 医 学
科学院协和医学院药用
植物研究所中国中药材
GAP 研究中心副主任王
文 全 结 合 自 身 经 验 ，介
绍了中药材 GAP 实施工
作情况，分享了道地药材
GAP 基地建设的经验。

论 坛 上 ，三 位 台 湾
专家进行了线上专题讲
座。台湾中华海峡两岸
中医药合作发展交流协
会会长梁克玮分享了台
湾青年医师中医药传承
创 新 与 人 才 培 养 的 案
例。台湾中国医药大学
药 学 系 副 教 授 、台 湾 中
华药用植物学会理事长
黄世勋介绍了台湾道地
药材种植与产业开发的
情况。台湾照顾服务专
业协会理事长林菡雅围
绕智能化信息管理系统
作了专题报告。

在中医药产业分论
坛 上 ，原 福 建 中 医 药 大
学 教 授 华 碧 春 、原 福 建
农 林 大 学 教 授 叶 舟 、福
建省中药材产业协会常
务副会长黄瑞平、李时珍
医药集团总裁杨明江和
北戴河新区健康产业创
新促进局局长顾少杰等
进行了讲座。专家们的
报告内容引起了现场的
热烈反响。

此 外 ，福 建 卫 生 职
业技术学院与台湾中华
海峡两岸中医药合作发
展 交 流 协 会 、李 时 珍 医
药集团有限公司在论坛
上 签 订 合 作 框 架 协 议 ，
李时珍医药集团有限公
司还与中追（北京）科技
有限公司签订合作框架
协议。福建卫生职业技
术学院党委书记曾武祈
代表学校与台湾海峡两
岸中医药合作发展交流
协会互赠礼品。

（福建卫生职业技
术学院 刘丹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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