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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造民众身边的中
医药文化天地

近年来，中医药在文化建设方面
取得了很大进展。

“中医药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
杰出代表和重要组成，推动中医药传
承创新发展，大力弘扬中医药文化对
于增强文化自信具有重要的支撑作
用。”邢超说，自“十三五”以来，各地累
计举办各类中医药文化活动 2.8万余
场，参与辐射人数超过1800万。

其中，中医药健康文化推进行
动全国主题活动分别在“鸟巢”、中
国国家博物馆、北京世园公园等举
办；中医药文化传播行动“走进名
医故里”主题活动在湖北蕲春、河
南 南 阳 、 安 徽 亳 州 、 陕 西 铜 川 举
办；中医药健康文化知识大赛、文
创产品设计大赛、说医解药大赛以
及文化精品遴选、科普巡讲、悦读
中医等活动持续开展，形成了良好
的示范带动作用。

同时，中医药文化产品供给得到
不断优化。“我们始终把提供既能满
足群众文化需求、又能增强人民精神
力量的中医药文化产品作为检验中医
药文化建设成效的重要内容，不断创
造中医药文化产品的内容、形态和传
播渠道，指导创作了一批优秀的中医
药纪录片、影视作品、主题展览、文
化科普图书等，也探索了‘中医药+
动漫’的传播形式，推出了‘灸童’

‘河洛’等动漫 IP 和相关的文创产
品。”邢超说。

在积极推动中医药传播平台建设
方面，国家在各地推动建设中医药文
化宣传教育基地、中医药文化体验场
馆，推动基地和场馆面向群众，提供
更为多元的中医药文化服务。“支持
各地在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
心、基层中医馆、社区居委会、乡村
群众活动场所等建设了两万余个中医
药健康文化知识角，以小而不简、精

而不奢的理念打造群众身边的中医药
文化天地，丰富了群众的精神文化生
活。”邢超说。

为解决人类健康问
题提供“中国智慧”

“中医药学作为中华民族原创的
医学科学，植根于中华民族哲学智
慧和优秀传统文化土壤，融合了中
国 历 代 自 然 科 学 和 人 文 科 学 的 精
华。”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国际合作司
副司长魏春宇说，近年来，该局不
断加大工作力度，加强文化弘扬的
顶层设计和总体统筹，推动中医药
文化“走出去”。

当前，中医药已传播到196个国
家和地区。中医针灸、藏医药浴法、
太极拳先后被列入联合国非物质文化
遗产名录，为解决人类健康问题提供

了“中国智慧”；中医典籍 《黄帝内
经》和《本草纲目》被列入了“世界
记忆名录”，为世界文化多样性贡献
了“中国色彩”；每年大量留学生来
华学习中医药知识，历届中国国际服
务贸易交易会上中医药板块需求旺
盛，北京冬奥会上中医药展示空间引
人驻足，为推动世界文明交流互鉴展
示了“中国元素”。

据魏春宇介绍，下一步，国家中
医药管理局将依托中医药海外中心、
海外中国文化中心、海外高水平医疗
机构等载体，举办形式丰富的中医药
文化宣传活动，面向全球推介优质中
医药资源和中医药服务，加强国际传
播，打造精品项目。加强与国内外主
流媒体合作，支持拍摄中医药影视精
品，利用短视频、动漫、图书等多种
方式，面向国际社会不同群体加强中
医药知识科普，打造有传播度和美誉
度的中医药对外宣传产品。深入开展

中医中药海外行、“一带一路”针灸
风采行等活动，通过健康咨询、展览
展示、体验品鉴等亮点品牌，持续提
增海外民众对包括中医药在内的优秀
中华文化的理解和认同。

保护好、利用好中
医药古籍

中医药古籍承载着中华民族特有
的精神价值、思想智慧和生命知识，蕴
含着丰富的原创思维、独特理论和实
践经验，是传承中医药文化的重要载
体，也是中医药创新发展的不竭源泉。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科技司副司长
陈榕虎表示，近年来，在国家的大力支
持推动下，该局以“加强古典医籍精华
梳理和挖掘”为重点，实施了一系列中
医药古籍保护、研究与利用的重大工
程，构建起中医药古籍工作体系。

实施“中医药古籍保护与利用能
力建设”项目，出版了416种中医药
古籍。推进国家重大文化工程《中华
医藏》 项目，拟影印出版 2289 种经
典医籍，目前首批“养生卷”74 种
医籍已经正式出版。

实施“中医药古籍文献传承专
项”等项目，致力于培养一批古籍整
理研究的专业人才，制定一系列中医
药古籍保护利用的规范和标准，同时
也开展了 40 个病种的古籍文献专题
研究。

利用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资金，
改善中医药行业古籍馆藏机构的馆藏
条件，提升古籍保护能力，修复了一批
破损的珍贵医药典籍，同步推进了古
籍的数字资源建设，目前已建成“国医
典藏”等中医药古籍数字化平台。

完成了400余种海外中医药古籍
的回归整理和160余部少数民族医药
传统文献的整理工作。

让更多年轻人了解
中医药

如今，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对中医
药感兴趣，愿意主动了解和接触中医
药。“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实现把祖
先留给我们的中医药宝贵财富继承
好、发展好、利用好。”邢超说。

为吸引年轻人对中医药文化的注
意力，满足他们对中医药的文化需
求，中国一直在努力探索和尝试。

创新“中医药+动漫”的表达形
式，建立了“灸童”的形象库，推出
了系列的周边文创和“灸童说”短视
频产品，正在进行“灸童”动画片的
创作。北京冬奥会期间推出了主题动
漫片 《手指的魔法》；福建中医药大
学推出“河洛”系列中医药动漫文创
和科普微视频。山东、江苏等中医药
主管部门创作了 《中医治未病》《小
神农识药记》等动漫作品。

推出中医药主题文艺作品，比如
《本草中国》《本草无疆》《国医有方》
《新时代的中医药》等纪录片；推出“华
踪医迹——东南亚华侨华人与中医药
文化展”“智慧之光——中医药文化
展”以及“发现中医之美——中国传统
医药文物特展”等精品展览；四川推出
中医药交响乐《本草》、舞台剧《天回》，
陕西推出系列专题片《秦药》《长安医
学》等。

“我们正在与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华语全球节目中心策划《中国中医药
大会》，通过演播室科技+艺术创新形
式，解读中医药文化的奥秘。”邢超说。

题图：4月 3日，第 15批中国援
纳米比亚医疗队队员在该国温得和克
的伊曼纽尔·谢菲迪中学，用针灸、
火罐作教具，以传统中医文化为内
容，让同学们在沉浸式体验中学习中
文和中国文化。图为一名学生在体验
拔火罐。

穆萨·卡萨克摄 （新华社发）

中医药文化弘扬工程实施方案发布——

为中医药发展厚植文化土壤化土壤
本报记者 熊 建

健康中国
奋发有为

中医药文化是中医药传承发展的重要根基。近期，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等八
部门联合印发《“十四五”中医药文化弘扬工程实施方案》（简称“方案”），
明确提出一系列推动中医药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具体举措。

“实施中医药文化弘扬工程，体现了中医药系统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将
为中医药振兴发展厚植文化土壤。”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综合司副司长邢超说，方
案提出了12项重点任务，主要围绕研究阐发、教育普及、保护传承、创新发
展、传播交流等方面协同推进，全面构建中医药文化弘扬体系，推动中医药融
入广大群众生产生活，可以说是“十四五”时期加强中医药文化建设的“时间
表”“路线图”“施工图”。

4月18日，燕山大学外国留学生走进河北省秦皇岛市中医医院，参观草
药房、养生堂、煎药室等，感受中医药文化。图为秦皇岛市中医医院医务工
作者为外国留学生讲解中草药知识。

曹建雄摄 （人民视觉）

4月 11日，安徽省亳州市中医院开展“中医药知识进校园”活动，提升
孩子们对中医药知识的认识，让他们近距离感受中医药的文化魅力。图为在
亳州市谯城区青云分校，孩子们在中药师的指导下给中草药称重。

刘勤利摄 （人民视觉）

如何能更好地预防胸部肿瘤？手
术最佳时机是什么时候？晚期了就等
于无药可救吗？在首都医科大学附属
北京胸科医院日前举办的肿瘤防治宣
传周启动仪式上，专家对公众关注的
热点话题进行了解析。

近年来，北京胸科医院提出并推
进胸部肿瘤诊疗“体系化”建设，带
给胸部肿瘤患者更多希望和曙光。胸
部肿瘤进一步向“慢病”靠拢。

诊疗“体系化”建设效果彰显

“之前的肿瘤治疗各个学科很少
形成合力，一般是能手术的去外科，
不能手术的去内科。这当中可能存在
很多信息差，让治疗存在事倍功半的
现象。我们现在要打破这个界限，集
中各学科力量，建起一个治疗体系，
从医院的角度关注每一位患者，用全
体专家的力量服务每一位患者。”北
京胸科医院肿瘤内科专家张同梅表
示，在中国，肺癌发病人数和死亡人
数均排在第一，应该让更多人重视肺
癌，让患者有更多的选择方案。

在北京胸科医院，肺癌诊疗“体系
化”建设一直是重要的发展理念，它指
的是通过医院多学科的协同，对患者
进行多角度、精准化治疗，提升大众对
肿瘤的关注认知，降低肺癌发生率，提
升肺癌早筛率，延长生命周期。

对此，该院一方面发动专家进入
科普领域，向大众传播肿瘤防治常
识；一方面充分发挥自身专科特点，
在北京市率先建立了肺内结节、早筛
早诊、靶向治疗耐药、罕见靶点、神
经内分泌肿瘤等特殊门诊；同时，引
入心脏、呼吸、重症、消化等学科为
胸部疑难复杂患者治疗保驾护航。

据胸外科专家刘志东介绍，让多
学科一起出谋划策，解决了很多手术
禁忌区域的痛点，让之前很多无法手
术的患者得到了手术机会，同时大大

降低了患者术后并发症。基于此，北京
胸科医院的胸外科不仅能够完成肺结
节的微创手术，还在纵隔大肿瘤、隆突
再造成型、腔静脉置换等复杂的大手
术上游刃有余。“我们的四级手术占比
达 到 61.2% ，微 创 手 术 占 比 达 到
58.8%，在北京市属医院中排名第一，
这些都得益于医院的肺癌诊疗‘体系
化’建设。”刘志东说。

“‘体系化’建设还表现在晚期
患者治疗方案的多元化上。”肿瘤内
科专家胡瑛说，“手术、化疗、放
疗、靶向、免疫这些治疗方式怎么能
更好地组合，非常重要。靶向耐药了
并不代表药物就此失效，我们可以通
过化疗、放疗的组合来寻求再用靶向
药的机会；局部立体化放疗可以为中
晚期患者增加手术机会；有些中晚期
患者用外科与内科的联合治疗，能够
取得更好的效果。这些都是肺癌诊疗

‘体系化’建设取得的结果，通过多
学科讨论及协作，最大程度地提高治
疗效果和生存率。”

专病医联体提升早癌发现率

早筛早诊早治是癌症防治的重要
环节，如何能够更早地发现，除了通
过科普提升社会大众意识外，北京胸
科医院给出的答案是：把自己的经验
分享给基层医生，提升他们的水平，
织起一张筛查网。在北京市通州区卫
健委的支持下，由北京胸科医院组织
的“肺癌专病医联体”在2021年4月
应运而生。

如今两年过去了，包括 19 家社
区服务中心和3家二级医院在内的22
家医联体单位，成为北京城市副中心
早癌发现的生力军，共同建立起了肺
癌早筛早诊早治、规范诊疗以及康
复、随访、长期管理为一体的，具有
区域特色的肺癌一体化管理平台，肺
癌防控的关口也得到了前移。

两年里，北京胸科医院开展了
10多场培训，3个肿瘤科室精准对接
5个社区，再加上建立起网络远程会
诊平台、影像共享平台，实现了人
员、技术“双下沉”，提升了基层医
生肿瘤早诊水平，让更多肺癌患者能
及早被发现。

北京胸科医院副院长李亮表示，
通过这种方式强化了分级诊疗，实现
早发现、早治疗、少花钱、长生存，
切实解决群众看病就医难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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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重庆市长寿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围绕“健康中国”战略，创新组织了“体育+竞技”“体育+团建”“体
育+趣味”“体育+生活”等多个品牌活动，将“体育+”融入企业发展和职工生活。图为4月19日，该开发区某企业举
办了一场拔河比赛。 傅智治摄 （人民视觉）

近年来，重庆市长寿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围绕“健康中国”战略，创新组织了“体育+竞技”“体育+团建”“体
育+趣味”“体育+生活”等多个品牌活动，将“体育+”融入企业发展和职工生活。图为4月19日，该开发区某企业举
办了一场拔河比赛。 傅智治摄 （人民视觉）

本报北京电（邱煜雯） 由中国营
养学会发育障碍与营养治疗分会主办
的“中国儿童青少年精神心理现状与
营养健康研讨会”日前在北京召开。
研讨会旨在聚合教育、医疗等社会各
界的力量，从研究和治疗等方面探索
儿童青少年精神心理发育障碍的干预
新模式。

中华医学会儿科分会常委邹丽
萍表示，全面适度的营养是大脑健
康的核心，各种病因导致的脑生长
发育异常可能诱发儿童青少年时期
的神经发育障碍性疾病，如孤独症

谱系障碍、智力障碍、注意缺陷多
动障碍等。

中日友好医院儿科主任医师许鹏
飞在儿科临床上注重饮食干预，结果
在治疗患有自闭症的哮喘患儿时，他
发现这些孩子的哮喘和自闭症症状都
得到了显著缓解。

上海市第十人民医院儿科主任杨

蓉表示，既往临床上常把营养干预作
为一种辅助治疗，现今医学界和营养
学界已经把对营养和发育的认知提升
到一个新层次，对某些发育障碍疾病
来说，营养干预甚至是主要或唯一的
治疗手段。而如果在营养干预的基础
上再加上教育干预，或许对自闭症的
训练能够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营养干预有助发育障碍治疗营养干预有助发育障碍治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