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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关注

与会台湾学者认为，自开展
研讨会以来，两岸的中医药学术
交流愈加频繁，合作成果丰硕，
希望未来能够永续、稳定、和平
发展。

此次研讨会设置主论坛与
“同源融创：闽台中医药文化研
讨会”分论坛，22 位两岸专家学
者围绕中医药基础理论研究、

临床实践创新、闽台文化融合
等议题展开研讨，重点涵盖闽
台中医药文化传承、针灸循证
医学、中西医结合发展、减缓癌
症化疗副作用中的效果及作用
机制研究、古法医学的真相等
领域。

与会专家深入探讨了人工
智能与大数据技术在中医精准

化诊疗中的应用，并分享了台湾
在基层中医诊所服务、长期照护
体系构建的实践经验。台湾嘉
宾特别指出，闽台清代医案抄
本、活字本医书的学术挖掘，为
两岸共筑中医药文化根基提供
了新视角。

福建中医药大学作为该系
列研讨会的创始推动单位，自

1988 年首创两岸中医药学术交
流机制以来，已持续举办17届活
动。会议秉持“和合”之道，坚守

“共进”之志，深化与台湾各界的
务实合作，让“同心圆”越画越
大，“创新链”越接越长，共同推
动中医药传统文化保护传承和
创新发展，为建设两岸融合发展
示范区贡献中医药力量。

和合共进 打造两岸中医药发展新高地
第十七届海峡两岸中医药学术交流研讨会暨海峡两岸中医药青年人才论坛召开

200多位两岸中医药大咖齐聚福建

□本报记者 廖淞荷
摄影 陈昶烨

6 月 15 日，由福建中医药
大学、福建省海峡两岸高校交
流促进会等单位共同主办的
第十七届海峡两岸中医药学
术交流研讨会暨海峡两岸中
医药青年人才论坛在厦门召
开。

据悉，本次会议是国家中
医药管理局与厦门市人民政
府联合主办的“2025 海峡两岸
中医药发展与合作研讨会”的
一项重要配套活动，以“和合
共进，打造两岸中医药发展新
高地”为主题。

来自海峡两岸的 200 余名
中医药专家学者（其中台湾地
区代表约 70 人）齐聚厦门，共
谋两岸中医药协同发展新篇
章。

中 华 中 医 药 学 会 秘 书 长
李宗友，福建省教育厅党组成
员、副厅长吴伟平，福建省卫
生健康委员会党组成员、副主
任李红，国医大师杨春波，福
建中医药大学党委书记林生、
校长李灿东、副校长苏友新，
厦门医学院校长林羽，福建省
海峡两岸高校交流促进会名
誉会长罗萤、会长林丹红，漳
州卫生职业学院校长何坚，厦
门张步桃纪念医院院长郝万
山等领导嘉宾出席此次大会。

李灿东校长主持会议

林生书记在欢迎致
辞中指出，两岸中医药
同根同源，是维系两岸
同胞血脉亲情的重要精
神纽带。福建中医药大
学已形成多层次、多规
格、多形式的对台教育
格局，招收培养了近千
名台籍毕业生。

林丹红会长致辞表
示 ，希 望 通 过 福 建 中 医
药大学与广大台湾同仁
共同构建的“中医药+”
文 化 交 流 平 台 ，以 教 育
为纽带，以学术为桥梁，
深化交流、互学互鉴，共
绘两岸高等教育合作的
新蓝图。

杨春波教授强调了
中医传承与实践的重要
性，指出要以临床为根
基，传承经典、守正创
新，并借助现代科技手
段服务人民健康。同时
鼓励年轻一代在传承中
保持开放创新态度，为
世 界 医 学 贡 献 中 国 智
慧。

李红副主任指出，福
建与台湾一水相连，中医
药文化同根同源，推动两
岸中医药融合创新发展是
两岸中医药界的共同责
任，将持续为两岸中医药
界搭建开放、包容、务实的
学术交流平台。

吴伟平副厅长对福
建中医药大学表示了赞
赏，该校与台湾多所高校
建立了长期稳定的合作
关系，在人才培养、科研
合作、文化交流等方面取
得了丰硕的成果，为两岸
中医药教育事业的发展
注入了新的活力。

李宗友秘书长表示，
希望携手拓展两岸民间
中医药交流合作的深度
与广度，围绕学术交流、
人才培养、产业促进等领
域开展务实合作，形成示
范，着力打造两岸中医药
融合发展新高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