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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余佳琪 李艳玫

1月28日，中国中医药50人峰
会暨 2024 三亚中医药论坛会场
内，每张桌子面前摆放的绿色罐装
鹧鸪茶，吸引了会场嘉宾的目光。

“鹧鸪茶是什么茶？”“鹧鸪茶
与中医药又有什么联系？”不少嘉
宾发出疑问。

会场外，一场别开生面的展览
——三亚中医药创新成果展解答
了大家的疑问。

鹧鸪茶、四季时令茶、中药香
囊、艾灸贴……约30种中医药饮

品、食品、用品整齐摆放在展会桌
面上，三亚市中医院、甘肃中医药
大学附属医院、北京同仁堂国药有
限公司等十多家中医药医院、企业
参展，现场工作人员耐心地为前来
观展的专家、市民介绍。

“鹧鸪茶是海南的野生茶叶，
我们在里面加入了白茅根、甘草等
中药材，有益气健脾、增强免疫力
的功效。”三亚市中医院工作人员
林亚燕说。

“中药+茶饮”，让中医药文化
更加贴近年轻人，是中医行业对时
代的洞察。此前，中药版酸梅汤走

红，折射了当下年轻人对健康生活
的新追求，也体现了中医文化与现
代文化的和谐融合。

除此之外，中医药行业跨界破
圈，与茶饮、滋补食疗、生活用品等
行业合作，以一种更普遍、更日常
的方式出现在人们的生活中。

在三亚中医药创新成果展
上，作为中医药龙头企业的北京
同仁堂国药有限公司展示了公司
近年来推出的产品：燕窝、西洋
参、淡干海参等。工作人员魏国
介绍，这些是企业推出的滋补食
品，希望能够借助展会让更多人

了解中药食疗。
“这几款香囊加入了不同的中

药材，有安眠、醒神、驱虫的功效，
可以根据不同的需求进行挑选。”
现场，参展工作人员指着用中医药
材制作而成的香囊介绍。

中医药行业跨界破圈，不仅丰
富了人们的饮食、文化生活，也为
传统中医注入了新的生命力。相
关专家表示：“中医药在产品上勇
于跨界融合、推陈出新，体现了中
医药传承创新的巨大潜力，中医药
的未来更加值得期待。”

（本报三亚1月29日电）

融合茶饮、食疗、生活用品，更贴近年轻人

传统中医药走出年轻时尚感

中国中医药50人峰会暨2024三亚中医药论坛为中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把脉开方”

一缕药香越古今 千年医脉向未来
■ 本报记者 李梦楠 徐慧玲

北京中医药大学党委副书记、校长徐安龙：

走好中西医结合
人才自主培养之路

■ 本报记者 余佳琪 李艳玫

“促进中西医融合发展，能够为中医药
传承创新与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1月
28日，在中国中医药50人峰会暨2024三
亚中医药论坛上，北京中医药大学党委副
书记、校长徐安龙建议，要构建中西医结合
的医学教育新生态，走好中西医结合人才
自主培养之路。

“随着医学模式从单纯的生物医学模
式转变为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医
学发展的核心要义、医学理念、学科基础、
健康理念都在发生着转变。”徐安龙说，医
学的发展促使我们要全局性、系统性地重
新认识和思考医学教育和人才培养。

徐安龙认为，当下由于中西医结合医
学的特殊性，人才培养方面还存在一定挑
战。如医学模式、医学系统、临床构架、医
疗主体、医疗模式、医学目标等方面的中西
医结合理论体系还未完全形成；缺乏高水
平“一体化”的师资队伍、中西医结合临床
实践基地、高质量的统一教材；缺乏独立的
中西医结合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体系等。

“积极探索现代化的医学人才创新培
养模式，也是对中西医结合事业的深度挖
掘和更好传承。”徐安龙说。

如何构建中西医结合医学教育新生
态，走好中西医结合人才自主培养之路？

徐安龙建议，应探索九年制中西医结
合高层次人才培养模式，建立中医基础与
临床相融合、中医与中药相贯通、中医与现
代医学技术相结合的课程体系，培养兼具
中西医理论与技能，面对临床问题能择优
辨用、融合协同、创新提高的复合型医学人
才。 （本报三亚1月29日电）

徐安龙。

嘉宾访谈

一株小草改变世界，一缕药香跨越
古今。

1月29日，中国中医药50人峰会暨
2024三亚中医药论坛在三亚落幕。为
期3天的活动里，国医大师、中医药界专
家、学者、企业家如约而至，在鹿城共商
大计，共促合作，弘扬底蕴深厚的中医文
化，为海南中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把脉
开方”，助力现代康养产业发展，让中医
药焕发新的生机活力。

中国医药保健品进出口商会党委书记孟冬平：

推动中医药产品
走向海外市场

■ 本报记者 余佳琪 李艳玫

1月28日，在中国中医药50人峰会暨
2024三亚中医药论坛上，中国医药保健品
进出口商会党委书记孟冬平建议，要推动
中医药产品走向海外市场。

据了解，近30年来我国的中医药国际
化发展取得了显著的成效。一方面，我国
的中医药传播至196个国家和地区，其中
29个国家设立了传统医学的法律法规。同
时，我国与43个外国政府、地区和国际组
织签署中医药合作协议；另一方面，我国传
统医学和补充医学至少在88%的世界卫生
组织成员国中得到应用。

然而，我国中医药产品在走向海外市场
的过程中，依然面临着重重挑战。“在西方医
学理论下，以药品身份进入海外市场获得认
可有一定困难。不仅如此，由文化认同到注
册成功再到市场销售是个长期过程，中成药
出口仍任重道远。”孟冬平说。

“推动我国中医药产品走向海外市场，
需要突破标准壁垒，促进中药材及提取物
出口便利化。”孟冬平建议，首先要开拓国
际视野，融入海外发展路径，建立中医药

“朋友圈”；其次是推动建立中药海外基地
（园区），适应本土化发展，可以尝试通过膳
食补充剂、传统植物药、非处方药、处方药
等多种形式注册上市，再通过自建销售渠
道或与当地的经销商合作形式推广销售。

（本报三亚1月29日电）

搭平台
以药为媒深度对话

这是一次备受瞩目、主题鲜明的学术盛
会，群英荟萃，才智交融。

“我们携手北京守创中医药发展基金会
举办此次论坛，希望能搭建中医药文化、技术
和产业交流平台，弘扬中医药文化，促进中医
药产业快速发展。”三亚市人大常委会党组书
记、主任刘耿介绍，经过精心谋划，周密安排，
三亚竭尽全力将本届论坛打造成为深化合作
交流、繁荣中医药学术、促进中医药产业高质
量发展的盛会。

开幕式上，中国工程院院士陈士林、国医
大师林天东等围绕“科技创新与中药产业发
展”“黎族医药（南药）的发展与传承”“中西医
融汇发展的时代机遇与挑战”等主题进行主
旨演讲，深入探讨中医药学的发展趋势，贡献
智慧和力量。

大咖云集，专家学者们凝结着探索思考
和前瞻研判的报告，启发与会人员对中医药
现代化的深入思考。

在中国中医药50人峰会上，30余位院
士、国医大师及10余名政府代表结合自身领
域，聚焦中医药与老龄化服务体系及学科建
设，从更高视野、更深层次对中医药高质量发
展提出了建设性的意见和建议；2024中国
（三亚）首届全球医学青年人才论坛上，一批
具有国际视野、有独立思考能力、创新精神的
高层次创新人才走上讲台，展现新思路、新路
径，共谋新发展。

中医药文化既要登大雅之堂，也能飞入
寻常百姓家。

论坛期间，百姓讲坛·“守创”中医药文化
传播公益行动走进三亚活动在三亚市图书馆
举行，国医大师王新陆、沈宝藩受邀开讲，为
市民普及中医健康理念，推广中医养生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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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中医药创新成果展上展出的中药产品。本版图片均由本报记者 王程龙 摄

孟冬平。

海南省中医药
健康服务集团成立

本报三亚1月29日电（记者李
艳玫）1月29日，海南省中医药健康
服务集团和海南省中医药学会中医
药服务贸易专业委员会在三亚成立。

海南省中医药健康服务集团由
三亚市中医院牵头，将围绕中医药健
康产业发展，探索构建中医药健康旅
游和服务贸易新体系，共谋中医药高
质量发展。该集团将探索“中医
药+”健康服务发展，提供覆盖全民
和全生命周期的中医药健康服务，发
挥中医药在自贸港建设和经济社会
发展中的重要作用。

三亚市中医院党委副书记、院长
刘建浩介绍，近年来，该院在中医药
服务贸易、“中医药+”服务等规模不
断扩大，2019年，该院获批成为第一
批国家中医药服务出口基地，通过全
院共同努力，拓展中医药服务贸易，
服务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在国内外
取得良好声誉。

“借助海南省中医药健康服务集
团平台，全省各市县中医药机构联合
成体，将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协同发
展，共同提升全省公立医疗机构中医
药综合服务能力，更好地满足群众多
层次、多样化的中医药服务需求。”刘
建浩说。

会上，三亚市中医院获颁海南省
中医药健康服务集团理事长单位牌
匾；海南省中医药健康服务集团东方
市中医药健康服务中心、澄迈县中医
药健康服务中心、屯昌县中医药健康
服务中心、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中医
药健康服务中心获授牌。

当天还举行了海南省中医药学
会中医药服务贸易专业委员会成立
大会选举会。未来，海南省中医药学
会中医药服务贸易专业委员会将按
照《海南省中医药学会章程》及《海南
省中医药学会财务管理办法》的规定
开展学术交流活动，为我省中医药服
务贸易工作搭建更好的学术交流平
台，提升学术交流质量与水平，扩大
影响力。

此外，三亚市中医院和乐山市中
医医院作为友好合作医院，三亚市卫
生健康委员会和乐山市卫生健康委
员会对“琼川合作之‘大三亚‘—‘大
峨眉’中医药康养旅游路线（资源）
图”达成初步共识，在会上作了现场
推介。

与会嘉宾参观中医药创新成果展。

促发展
深耕产业开拓市场

“神农尝百草，始有医药”，中药材是中医
药传承创新发展的物质基础。

海南药材资源丰富，素有天然药库之美
称，黎族医药是海南本土医药的重要组成部
分。传承数千年、作为民族珍宝的黎药，站在
时代风口，也面临着发展困境。

如何抢抓中医药领域的新机遇，推动破
局发展？除了签约合作，更多的专家学者结
合海南中医药产业优势，望闻问切，察病根，
开良方。

在林天东看来，科技赋能，是黎族医药现
代化发展的必由之路。他建议，为黎药设置
DNA条形码、指纹图谱等，引进新的工艺、设
备、技术，并应用于黎药的制作中，让黎药理
论逐步充实、完善，从而为现代医学发展提供
更多思路和可能。

将海南资源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与品牌
优势是中国医学科学院药用植物研究所海南
分所所长魏建和开出的“良方”。

“突出海南南药的鲜明特色是第一步。”
魏建和以沉香举例，海南沉香树种植面积已
有10多万亩，具备产业发展的良好基础和条
件，可以打造造林结香、产地加工、医药产品、
文化养生、健康旅游、国际市场、日化产业的
全产业链模式。

培厚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的文化土壤，
强产业、延链条，引项目、拓市场，扩大中医药
文化的知名度，推进中医药现代化、产业化成
为众多参会嘉宾的共识。

“当前，中药材植物提取物不仅应用在食
品、药品、保健品方面，在饮品、化妆品也有应
用，市场的需求扩容推动中药材产业的活
跃。”中国医药保健品进出口商会党委书记、
副会长孟冬平认为，中医药想要实现高质量
发展必须与时俱进，以更加宽阔的国际性的
思维与理念看待未来发展，扩大开放，传承文
化，增进共识，让中医药文化飘香海外。

（本报三亚1月29日电）

谋合作
发挥优势联动资源

如何搭建起中医药与康养产业深度融合
发展的新平台，同时更好展现我省医疗健康产
业的新面貌、新成就？此次论坛给出了答案。

发挥“三度一色”优势，打造中医药产业新
业态；发挥“五种资源”优势，推动中医药产业
全面发展；发挥境外合作优势，推动中医药产
业国际化发展……活动期间，《推动中医药产
业发展倡议》发出，进一步深化中医药领域交
流合作，共同推动中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

海南具有气候温度、海洋深度、地理纬度
和绿色生态优势，为中医药产业的发展提供了
极大可能。在沈宝藩看来，海南的优质气候条
件对于很多疾病有缓解作用，在此发展中医康
养和健康产业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

一缕药香，跨越古今；千年医脉，创新发
展。鹧鸪茶、中药香囊、艾灸贴……三亚中医
药创新成果展上，约30种中医药饮品、食品、
用品吸引不少嘉宾的目光，让市民近距离感受
中医药文化的独特魅力和中医药创新发展的
累累硕果。

产业兴、药香浓，洽谈合作正当时。多方
资源联动，推动多个合作项目签约，是此次活
动的一大“重头戏”。

从助力基层中医药服务能力提升项目合
作协议、助力三亚市中医院骨伤科学科建设合
作协议到“守创”中医药文化传播公益行动走
进三亚合作协议……三亚市中医院携手北京
守创中医药发展基金会、北京中医协会、中华
中医药学会骨伤康养平台共同推动三亚中医
药事业迈上新台阶，进一步擦亮“三亚中医”的
金字招牌，更好地向世界讲述传承、创新、发展
传统中医药文化的“三亚故事”，为全省中医药
产业发展增添新动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