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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株小草惠及世界

一缕药香穿越古今，一株小草
连接世界。中医药学包含着中华
民族几千年的健康养生理念及其
实践经验，是中华民族的伟大创造
和中国古代科学的瑰宝。如今，中
医药已经传播到全球 196 个国家
和地区，成为参与全球卫生治理的
重要力量。与会专家纷纷表示，中
医药独特的魅力和深远的影响力
正逐渐被全世界所认识和接受，越
来越多的人民享受到中医药带来
的健康福祉。

“马来西亚作为一个多元文化
的国家，中医药有着广泛的群众基
础。”马来西亚砂拉越中医师暨传
统中医总会会长江宗兴说，砂拉越
中医师暨传统中医总会一直致力
于推广中医药文化，通过举办讲
座、义诊、培训等活动，让马来西亚
人民了解中医药、信任中医药。

同样，新加坡作为华侨华人较
为集中的国家，政府一直对中医药
的发展十分支持。“新加坡是较早
对中医进行立法的国家，在人才教
育培训、中医师注册等方面拥有较
为完善的体系。”新加坡中医师公
会会长赵英杰告诉记者，现在新加
坡有 3000 多名注册中医师，中医
诊疗深受欢迎。其中，针灸已经逐
步进入新加坡的主流医学，不少西
医通过系统的培训后注册针灸师，
现已有200多名西医针灸师。

世界中医药学会联合会副主
席林榕生在美国纽约拥有两间中
医诊所。除了当地的华侨华人，现
在越来越多的外国居民向他预约

看诊，常常“一号难求”。“针灸对于
痛症、不孕症、免疫疾病等都有非
常好的疗效，现在美国不少知名医
院把引进针灸作为辅助治疗，补充
了主流的医疗保健需求。”

国际合作方兴未艾

“随着中国影响力和实力的不
断增加，海内外中医药高等教育迎
来快速发展的时期。”2012年从福
建中医药大学硕士毕业后，胡紫景
就远赴南非推广中医药文化。行
医的同时，胡紫景主动联系南非约
翰内斯堡大学，积极参与补充医疗
专业的学科建设工作。经过几年
的筹备，2020 年 2 月，约翰内斯堡
大学正式开设针灸课。至此，约翰
内斯堡大学成为南非唯一一所提
供针灸本科、研究生及博士学位的
高校，胡紫景也成为学校的硕博士
生导师。

胡紫景介绍，针灸现在已经成
为学校最受欢迎也最难申请的专
业之一。该专业每年招生人数10
名，但每年申请人数多达千人以
上，今年招收45名新生，就收到了
7000多份申请。

在此次会议上，胡紫景代表非
洲中医及针灸中心（南非）、非洲中
医及针灸学会（南非）与福建中医
药大学签署学术交流与合作备忘
录。“海外中医药的发展离不开‘中
国标准’，期待福建中医药大学优
秀的专家、教授能到南非，为我们
带来最新的知识和技术。”

除了人才培养，中国在中医药
医疗、科研、文化等方面与海外积

极开展交流合作，持续推动中医药
文化国际传播和发展。以福建中
医药大学为例，学校已与美国、欧
洲、澳大利亚、东南亚、非洲、拉美
等 30 多个国家和地区的 110 余所
高等院校、科研医疗机构和学术团
体建立了交流合作关系。

中国-菲律宾中医药中心，是
福建中医药大学于2018年启动建
设的福建省首个海外中医药中
心。2019年建成后，该中心已为当
地的侨胞和外籍人士提供了近两
万人次的医疗服务，并推动菲律宾
卫生部关于中医药标准的制定。
中心还成立了菲律宾岐黄中医学
院，培养了数十名专业人才，积极
服务菲律宾民众。

协同创新促进发展

近年来，随着人们健康观念、
生活方式和医学模式的转变，中医
药日益受到青睐。

“21世纪医学的目的发生了很
大变化，从治疗疾病向维护健康转
变。维护健康首先就会想到中医的
养生。”福建中医药大学校长李灿东
说，养生是中医促进和维护健康的
重要技术方法，实际上也是一种生
活方式。而主动健康是一个新的

概念，就是用最小的资源投入来实
现健康的最大化，在这一点上与中
医的养生是有相通之处的。“我们
想通过中医药的理论、技术、方法，
为主动健康提供中国方案，真正实
现‘我的健康我做主’。”

“相比西医，中医采用的是一种
更自然的方式。中医在通过针灸等
方式治疗疾病的同时，也教会我们
如何平衡饮食、运动、作息等，越来
越多的南非人愿意接受这种医疗
方式。”南非联合卫生署注册官艾
丝特说，2025年南非联合卫生署将
推动更多的大学开设中医药相关
专业，推动中医药在南非的发展。

中医药的高质量发展离不开
事业和产业的协同发展。近年来，
闽台两地通过建立科研平台、开展
学术交流、共建产业基地等方式，
不断加强中医药领域的深度融合，
成效显著。在台湾中医药学会理
事长林文泉看来，闽台应该抓住机
遇，整合资源，加强交流合作，打造
具有竞争力的中医药企业。

“经过中医药人多年的努力，
中医药从替代医学变为补充医学，
现在逐步与西医联手变成整合医
学，我认为拥有五千年历史的中医
药未来一定会发展为和西医一样
的系统医学。”林榕生说。

《福建卫生报》社由福建日报
社主管，旗下拥有《每周文摘》及

《福建卫生报》两张报纸。为进一
步推动《福建卫生报》社的广告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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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相关活动的相关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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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型地面推广、公益活动的经验；

4.公司在半年内不得有为竞
争媒体做相关策划和推广等经营
行为。

欢迎有合作意向的公司在见
报后7个工作日内前来报名。

联系方式
联系人：《福建卫生报》社

（《每周文摘报》社）综合部
联系地址：福州市华林路84

号福建日报大厦三楼
联系方式：0591-87095426、

870958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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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日报记者 汪洁
17日至19日，第四期“海丝”中医健康大讲坛在莆田举行。来自海峡两岸暨港澳地区，

以及美国、澳大利亚、新加坡、菲律宾、马来西亚、南非6个国家的专家代表近300名代表参
加会议，共话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推动中医药文化海外传播。

扩大“朋友圈”推动中医药“走出去”
第四期“海丝”中医健康大讲坛侧记

□本报记者 刘伟芳
实习生 杜思婷 王婧雯
通讯员 高亚琪

12 月 20 日，福建省加强脑卒
中防治减少新发残疾工作推进会
暨卒中中心建设专题培训会在福
州顺利召开。

本次会议由国家卫健委百万
减残工程专委会指导、福建省卫健
委减残工程专委会主办、福建医科
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承办。

福建省卫生健康委医政管理
处处长洪涛，福建省卫生健康委加
强脑卒中防治工作减少新发残疾
工程专家委员会主任委员、福建医
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院长康德智，
中国卒中专科联盟卒中健康教育
与促进专家委员会主任委员、复旦
大学附属闵行医院神经内科主任
医师、中风120创始人赵静教授出
席此次大会。

大会现场，在国家卫健委百
万减残工程专委会指导下，福建

省卫生健康委加强脑卒中防治
工作减少新发残疾工程专家委
员会成立，康德智教授任主任委
员。

同时，福建医科大学国家卒中
学院分院成立，并落户福建医科大
学附属第一医院。康德智院长作

《福建省卒中防治与减残工程报
告》。

康德智院长在采访中表示，近
年来，我省脑卒中防治工作快速推
进，脑卒中防治工作体系不断完
善。2019 年，福建省卫生健康委
成立省级脑卒中防治工作委员
会及专家组。2020 年，成立福建
省脑血管病专科联盟，并启动福
建省卒中中心建设。2022 年，发
布福建省卒中急救地图。2023
年，开始组建福建省脑心健康管
理师团队。2024 年，福建省 1+X
行动模式获批健康中国中风识别
行动试点区域，防治工作取得了一
定成效。

加强脑卒中防治 减少新发残疾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