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主动公开 佛卫函〔2017〕791号

B

对市十五届人大一次会议代表建议
第 20170032号的答复意见

陈汉礼、黄跃清、陆金兴、麦月明、包丽娜、何智颜、谭世豪、

招智祺、蒙铭强、卢敏等代表：

您们提出的《关于加大扶持力度，促进佛山市中医药事业健

康、稳步发展的议案》（第 20170032号）的建议收悉。非常感

谢您们对我市中医药事业的关心和支持。

中医药是我国独特的卫生资源、潜力巨大的经济资源、具有

原创优势的科技资源、优秀的文化资源和重要的生态资源，在经

济社会发展与维护人民群众身体健康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市政府

高度重视本议案，由朱伟市长督办，乔羽副市长具体指导，市卫

生计生局领办，各区人民政府、市委宣传部、市发展改革局、市

财政局、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参与会办，印发了《佛山市第十

五届人大一次会议代表议案第 20170032号的办理方案》。市卫

生计生局会同会办单位对我市中医药事业发展情况进行了认真

专题调研，与人大代表进行了沟通交流，探讨研究促进我市中医

药事业健康稳步发展的措施。现将有关情况答复如下。

佛山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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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我市中医药事业发展概况

目前我市已基本构建了覆盖城乡，涵盖预防、医疗、康复、

保健、养生等领域的中医服务网络。2016年全市共有中医（中西

医结合）医院 10家（其中公立 6家），实有床位 5086张（其中公

立 4250张），占全市医院床位总数 14.6%，综合医院（妇幼保健院）

中医床位数 318张，每千常住人口公立中医类医院床位数 0.57张，

全市中医（中西医结合）执业（助理）医师 2319人，占全市执业

（助理）医师总数 14%，每千常住人口中医（中西医结合）执业（助

理）医师数 0.31人。全市 95.1%的综合医院和专科医院设有中医

科。100%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乡镇卫生院、90.6%的社区卫生服

务站能够按标准要求提供中医药服务。我市鼓励社会力量举办中

医类医疗机构，2016年全市社会办中医（中西医结合）医疗机构

151间，占佛山市医疗机构总数 10.3%。2016年全市中医总诊疗人

数 1365.75万人次、出院人数 16.3万人次，分别占全市总量的

16.3%、13.4%。

（一）政府重视和支持发展中医药事业

推进我市中医药发展是深化医药卫生改革、促进中医药健康

服务业健康快速发展、提升全民健康素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

客观需要；是落实市政府建设人民满意政府、促进产业升级转型、

着力改善民生，提高文化竞争力的重要举措。市委、市政府历来

高度重视我市中医药事业发展，实施中医药强市战略，围绕贯彻

落实《国务院关于扶持和促进中医药事业发展的若干意见》和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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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省政府关于建设中医药强省的工作部署，陆续印发了《佛山

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佛山市促进社会办医加快发展实施

方案的通知》（佛府办函〔2016〕852号）和《佛山市人民政府

办公室关于印发佛山市推进中医药强市建设实施方案（2017—

2020年）的通知》（佛府办函〔2017〕423号）等纲领性文件，

明确提出到2018年和2020年全市中医药事业发展的总体目标，确

定七项重点任务22项推进措施。去年10月市编办正式批准市卫生

计生局单独设置中医科，进一步加强了全市中医药工作的统筹协

调和行业指导。

（二）深入开展中医药发展“四名工程”

一是打造“名院”。

我市通过加强中医院基础和内涵建设，加快医院发展，提升

中医医疗服务能力。佛山市中医院、广州中医药大学顺德医院（顺

德区中医院）是三级甲等中医医院；广东省中西医结合医院（南

海区中医院）是三级甲等中西医结合医院；佛山市中医院三水医

院（三水区中医院）、高明区中医院是二级甲等中医医院；禅城区

澜石医院已批准更名为“佛山市禅城区中医院”，目前正按照二级

中医医院标准进行建设。佛山市中医院、广东省中西医结合医院

被授予“广东省中医名院”称号。佛山市中医院连续六年在香港

艾力彼医院管理研究中心发布的《中国医院竞争力·全国中医医

院排名 100强》中排名地级市中医医院第一名。广东省中西医结

合医院在去年 5月经过国家评估被评为国家第三批重点中西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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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医院。

近年我市深化公立医院改革，探索开展医疗组团运营的创新

管理模式，促进优质医疗服务资源向基层流动。佛山市中医院先

后接管三水区中医院、禅城区张槎医院、托管三水区南山医院。

南海区组建了广东省中西医结合医院集团，以广东省中西医结合

医院（南海区中医院）为龙头，整合桂城医院，与南海区第二人

民医院等 5家区级医院形成区域联网，积极探索联网医院一体化

运作的有效模式。

同时我市非中医医院开展中医药服务各有特色，南海区妇幼

保健院获批全省第一个妇幼保健机构中医药工作示范单位，禅城

区中心医院、顺德区均安医院获批全国综合医院中医药工作示范

单位。

二是建设“名科”。

近年来我市以专科建设为抓手，财政重点投入，打造中医专

科品牌。目前我市有卫生部国家临床重点专科 2个，国家中医药

局重点专科 5个，省中医药局重点专科和特色专科 17个。佛山市

中医院中医骨伤科荣获省中医“名科”称号。我市出台了《佛山

市扶持医疗卫生单位医学重点专科建设实施方案》，在全市医疗卫

生单位，遴选和经费扶持拟培育申报国家（国家卫生计生委）临

床重点专科项目、申报省级临床重点专科项目等；对创建成为国

家和省的重点学科或专科项目给予一次性建设资金扶持。市级财

政 2015-2017年连续三年安排医学重点专科建设经费，每年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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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中医院医学重点专科建设经费 405万元，资金全部拨付到位，

用于扶持医学重点专科建设。

三是培养“名医”。

深厚的中医传统文化和良好的民众基础，使佛山成为中医名

家的培养地。目前陈渭良等 14名医生荣获“广东省名中医”称号，

在今年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省卫生计生委、省中医药局联合

开展的新一届省名中医评选中，我市共 6人获推“广东省名中医”

并已通过省公示；钟广玲等 6人被国家中医药管理局授予“全国

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继承工作指导老师”。陈渭良传承工作室

获评为名医工作室。2013年市卫生计生局选拔了 6名中青年培养

对象，委托广州中医药大学开展为期 3年的名师一对一优秀中医

临床人才研修项目，目前正在开展第二期有关工作。2013年市卫

生计生局联合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印发了《佛山市名中医评选

办法》，2014年联合开展了第一届佛山市名中医评选活动，授予邓

丽莎等 10名中医工作者“佛山市名中医”荣誉称号，授予龙翔宇

等 10名中医工作者“佛山市优秀中医工作者”荣誉称号。目前市

卫生计生局正联合佛山市中医院着手开展佛山市中医临床技术骨

干培训有关工作。

四是壮大“名药”。

佛山中药在继承了古老“佛药”组方独特、选料上乘、工艺

精湛的优良传统基础上，采用先进的设备和现代化的医药生产工

艺，走上现代制药的发展道路。2016年全市共有规模以上中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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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企业 10家，实现产值 51亿元，工业增加值 6亿元。一是树

立一批龙头企业。德众药业、冯了性药业、广东一方制药等公司

是具有较强实力的生产企业。冯了性药业曾两度列入全国“中成

药工业国有重点企业五十强”，被评为“广东省食品药品放心工

程示范基地”。二是拥有一批知名品牌。德众、冯了性和华天宝

3家企业被国家认定为“中华老字号”。拥有中国驰名商标“德

众”和广东省著名商标“顺峰牌”、“圣通平”等知名品牌。三是

拥有一批拳头产品。冯了性药业的风湿跌打药酒、蛇胆川贝散、

保济丸，德众药业的鼻炎康片、源吉林甘和茶、少林跌打止痛膏，

一方制药的中药配方颗粒，环球制药的玉屏风颗粒、六味地黄丸

等大批畅销全国乃至东南亚地区。四是拥有一批疗效确切的医院

中药制剂产品。医院中药制剂在保持发挥中医药特色与优势、推

动中医药的继承与创新等方面具有重要意义。我市一直以来支持

医院中药制剂产品研发和推广应用。目前在我市各级各类医疗机

构中使用的院内中药制剂约有 200余种，部分制剂如市中医院的

“舒筋洗外用颗粒”、“伤科黄水”、“陈渭良伤科油”等在群众中

享有较高的知名度和良好口碑。市内两家中医医院建有制剂中

心，其中市中医院丹灶新制剂中心能生产 160多个品种，同时为

周边 10多家医院生产医院制剂，年产值超过 6000万元。

我市主动加强与央企对接，引进了中国医药集团百亿中药产

业基地等项目。2012年 11月市政府与中国医药集团总公司签订

了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开展包括打造中国中药百亿产业基地、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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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佛山市医院的合作共建发展医药健康产业等医药领域的 8个

方面合作共建，其中中国中药总部大厦项目已于 2013年 8月启

动；在高明区投资的中药前处理及提取的工厂年加工中药材达 2

万余吨；2014年成立了中国医药工业研究总院中成药分院“中

药新药研发中心”，并已获批落户“广东省中药固体制剂工程技

术研究中心” 。

（三）大力提升基层中医药服务能力

为大力提升基层中医药服务能力，我市自2013年开始实施

“佛山市基层中医药服务能力提升工程”，今年出台了《佛山市卫

生和计划生育局等四部门关于印发佛山市基层中医药服务能力提

升工程“十三五”行动计划实施方案的通知》（佛卫〔2017〕113

号）。一是加强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中医药能力建设。目前我市100%

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乡镇卫生院均配备了中医类别医师和中医

诊疗设备，能运用中药饮片、电针、推拿等10余种中医药技术方

法，开展常见病多发病基本医疗和预防保健服务；91%的社区卫生

服务站能运用中药饮片或6项中医药适宜技术。全市各区均拥有基

层常见病多发病适宜技术推广基地，并已经加入广东省第二中医

院中医药适宜技术推广视频网络平台，承担了区域内中医人才培

养的功能，每年培训基层医务人员2000人次以上。二是开展中医

药健康管理服务项目。2016年全市老年人中医药健康管理226563

人次，管理率55.23%；0-3岁儿童中医药健康管理124795人次，管

理率54.95%，受到了群众的欢迎和好评。三是深入推进“中医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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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进社区”工程。佛山市中医院三水医院的“中医中药进社区”

工程纳入2013年重点卫生工程和2014年区政府十大“民生工程”，

区政府下拨200万专项资金推进活动，建设中医药适宜技术培训基

地和推广视频平台，并在6个镇街打造“中医特色示范点”，受到

国家和省中医药管理部门以及群众一致认可。

（四）加快推动中医药文化产业发展

中医药是我国优秀的文化资源，近年我市更加重视发展中医

药文化和服务产品。一是支持发掘和保护传统佛药工作。盈天医

药（中国中药）与《佛山日报》、市中医院联合举办“佛药寻根之

旅”系列活动，挖掘以“佛药”为代表的岭南中医药文化精髓。

源吉林甘和茶和冯了性风湿跌打药酒被列入广东省省级非物质文

化遗产目录。二是活化利用文物，加强文物保护。现佛山有李广

海医馆、李众胜堂祖铺、黄祥华如意油祖铺、叶生生堂、兆祥黄

公祠等老药号文物建筑。位于禅城区的李广海医馆旧址于 2015年

正式对外开放，并发行了新书《岭南名医——李广海》。三是规划

建设中医药文化产业园。市规划局出台了建设“佛山中医药博物

馆”设想，拟利用广东四大名园——梁园的改造契机，对附近的

适安里古居民群进行活化利用。四是开展中医文化旅游系列活动。

适逢 7月 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医药法》正式施行，今年市卫

生计生局联合佛山电视台开展了《中医药法》专题培训、《中医药

法》知识竞赛、大型中医义诊、中医药服务市民体验之旅等中医

“缘”系列活动，在全市营造中医药事业发展的良好氛围。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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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九江凯仕乐医疗保健器械养生博物馆正式开业，成为国内首

家以医疗保健器械为主题的博物馆，并具有岭南医药文化特色，

弘扬了中医养生传统文化，对传播中国传统文化、推动中医养生

文化旅游具有重要意义。

（五）发挥医保杠杆作用促进中医药事业发展

国家鼓励实施有利于发挥中医药特色优势的基本医疗保险

政策。今年我市实施基本医疗保险一体化改革后，首次实现了普

通门诊的市级统筹，统一了各区普通门诊待遇。在全市一盘棋的

大局意识指导下，充分考虑基金的可承受能力，统一了中药处方

的报销标准：一类医院每剂报销 5.4元、二类医院 4.2元。同时，

医保一体化改革进一步扩大了中草药的支付范围，凡符合药品目

录规定条件的中成药，均纳入基本医疗保险支付范围（目前有

2167种，含不同剂型）；凡经省药监部门批准的医院中药制剂，

符合相关规定，经物价部门核定价格的，也可纳入基本医疗保险

支付范围，在本院内使用（目前有 209种）；中药饮片采取排除

法，明确 128种中药饮片（如玳瑁、冬虫夏草、鹿茸等）不纳入

基金支付范围，其他均可纳入基金支付范围。另外，我市医保政

策大力支持中医特色诊疗项目发展，目前纳入基本医疗保险支付

范围的中医特色诊疗项目有 451种。

虽然近年来我市中医药事业发展取得了不少成绩，但是我们

也清楚的认识到，我市中医药事业健康、稳步发展过程中仍存在

一些问题：例如各级政府对公立中医医院发展的投入仍然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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鼓励和支持中医药事业发展的政策仍有待进一步完善；全市中医

药事业发展不均衡，高明、三水区级中医医院和基层中医药服务

能力与水平有待进一步提升；基层中医药服务缺乏坚实的中医药

人才保障，人才匮乏及断层现象较为普遍等问题依然存在，亟待

解决。

二、下一步工作思路

（一）完善中医药服务网络建设

完善我市公立中医医疗机构为主导、非公立中医医疗机构共

同发展、基层中医药服务能力突出的中医医疗服务体系。继续实

施基层中医药服务能力提升工程，合理配置中医医疗资源，鼓励

社会力量举办中医医院和中医类专科医院、中医诊所、中医坐堂

医诊所等医疗机构，支持中医医疗机构连锁化、集团化、品牌化

发展。支持有资质的中医专业技术人员特别是名老中医开办中医

门诊部、中医诊所, 鼓励举办中医坐堂诊所。提高医疗机构行政

审批效率，将自愿申请并符合条件的纳入基本医疗保险定点医疗

机构，实行协议管理。推进中医类别医师多点执业。

（二）加大中医药政策扶持力度

认真分析我市中医药发展的制约因素，完善中医药发展相关

政策制度，进一步优化中医药相关企业及医疗卫生服务机构在市

场准入、规划布局、用地供给、投融资、价格等方面政策。按照

公开透明、公平公正、诚实信用的原则，充分发挥政府购买和公

共财政资金的引导和激励作用，建立完善促进我市中医药发展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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渠道投入机制。加大基本医疗保险对中医药服务的支持力度，按

照省的医保政策规定，将符合条件的中医医疗机构纳入基本医疗

保险定点医疗机构范围，将符合条件的中医诊疗项目、中药饮片、

中成药和医疗机构中药制剂纳入基本医疗保险基金支付范围。进

一步调动社会力量的积极性，激发企业创新发展动力，创造良好

的中医药发展环境。

（三）加大中医药人才培养力度

中医药人才是中医药事业发展的基础和保障，也是中医药传

承与创新的第一资源。完善中医药人才引进、选拔、使用、评价、

分配、激励、晋升等配套政策，改善和优化中医药人才生活、工

作条件，促进中医药人才合理流动，激发人才活力，发挥人才效

应。加强基层和高层次中医药人才队伍以及中医护理人才队伍建

设，持续开展佛山市优秀中医临床人才研修项目、中医临床技术

骨干培训和佛山市名中医评选，积极培育国家和省名中医，开展

中医药基层人才培训和中医护理岗位技能竞赛，推进各级各类中

医药人才培养，构建中医药人才发展多元化格局，为打造健康佛

山、建设卫生强市、满足人民群众健康需求提供坚实的中医药人

才保障。

（四）加大中医药文化普及力度

深入开展中医药健康文化推进行动，弘扬中医药传统文化，

传播科学准确的中医理念。在我市中医药博物馆（医馆）、医疗

机构、药品企业以及科普馆等创建中医药文化宣传教育基地，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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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中医药文化的展示平台、知识平台和教育平台。在全市医疗机

构、中医养生保健机构形成建筑装饰特色鲜明、文化氛围浓郁、

技术规范、服务优良的中医药综合服务区。制作科学准确、通熟

易懂的图书、画册、影视片等中医药文化科普作品。充分利用报

刊、广播、影视、网络等平台，开展群众喜闻乐见、内容丰富、

形式多样的中医药文化科普宣传活动。努力培育并打造一批中医

药文化养生休闲旅游精品线路。积极探索拓展中医药医疗、保健、

养生和休闲旅游于一体的健康旅游产业，在全市营造“信中医、

爱中医、用中医”的良好氛围，促进我市中医药事业振兴发展。

再次感谢您们对我市中医药事业的支持和建议！

佛山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局

2017年 9月 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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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局、市财政局、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