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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确理解中医药理念

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传统医药：
中国有中医药，印度有阿育吠陀，南非
有优那尼……传统医药有着悠久的历
史，也是国家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中国不断推进构建人类命运
共同体的背景下，传统医药的发展和
国际合作扮演着很重要的角色。”中
共中央对外联络部研究室主任栾建章
说，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标本兼治等思
想，都是从中医药文化中产生的，中
国的中医药文化为全球治理提供了一
种新的可能性。

要想影响世界，首先要让世界了
解，而这离不开中医药的自尊、自
强。北京沃德中医药国际传播中心
理事长何军说，中医药不仅要走向
国际，还要深耕本土，要把中医药
做成一种体验，成为人们健康生活
的方式。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传统医药国际
交流中心常务副主任厉将斌说，在生
活方式的调整和良好生活习惯的形成
方面，中国传统医药具有很大的优
势，这也是健康城市建设与传统医药
发展的结合点。

栾建章认为，解决中医药发展的
问题，首先要解决信任问题。“首先
让人们接受中医药，才能让中医药走
出去。”

中国中医科学院培训中心主任张
雪亮表示，中医药文化能够帮助人们
成为合格的健康管理者和文化推广
者。但如果不能正确理解中医药的文
化理念，那就会在健康管理中“跑偏”，
不利于中医药文化的发展和传播。

让更多人体验感受

中医药文化走出去，不能仅依靠
理念的介绍，更应该创造机会，让各
国民众接触中医药，亲身感受中医药
的效果。

在西班牙加泰罗尼亚有一座中医
药研究基地，它是北京市中医管理局
和加泰罗尼亚州议会、巴塞罗那政府
合作建立的欧洲中医药发展促进中
心，这里不仅是一个诊疗中心，更融
合了医疗、科研、教育、产业和文化
等诸多要素。

北京市中医管理局副局长罗增刚
说，这是第一次在欧洲的公立医院设
立中医科，是中医药走出的重要突
破。以该中心为依托，西班牙巴塞罗

那大学临床医院已经开设了中医科、
设立中药房。北京市中医院会派医生
前往进行相关工作并参与诊疗。除此
之外，在该中心学习的学生还能够获
得欧盟认可的中医药硕士学位，这也
是欧洲第一个中医药硕士授予机构。

与会的加泰罗尼亚卫生部医疗法
规局局长帕拉表示，西班牙很多民众
对中医药充满兴趣，她希望能够与中
国在中医药方面加强沟通和交流。

罗增刚则表示：“未来我们将推
动中医药诊疗纳入到西班牙巴塞罗那
的基本医疗保险体系之中，同时双方
还要合作成立一个产业园区，为中国
的中医药医生、企业提供一个平台。”

北京市中医管理局局长屠志涛表
示，中医药走向世界、迈入人们生活
的脚步不会停止。希望通过与巴塞罗
那的合作，建立一种合作模式。

从标准化到现代化

在走向世界的同时，中医药需要
关注自身的发展。两山智库创始合伙
人乔玉奇表示，中医药的人才培养、
疗效等问题，是未来需要关注的重要
话题。

栾建章说，目前中医药的现代

化 与 中 国 的 现 代 化 还 不 太 相 称 。
“传统医药的现代化，应该走出一
条不同于西方现代化的路径。”

中国科学技术发展战略研究院副
院长王宏广提出，传统中医药要实现
标准化。“加速中医药的标准化，将
会推进传统医学向现代医学的进一步
的发展。”

在标准化的同时，保持中医药的
特色同样重要。中国中医科学院中医
基础理论研究所副所长徐世杰认为，
中医药在药材、加工等方面应该做到
标准化，但中医药“十个医生九个
方”的特色同样应当得到保留。

俄罗斯联邦卫生部传统医药协
调委员会成员安娜塔说，许多国家
的传统医药正是因为没有标准化操
作，导致在俄罗斯无法进行深入地
传播。与此同时，来自南非、印度
等国的专家也都不同程度地表达了
类似的担忧。

面对走出去这一课题，徐世杰
表示，与现代医学的结合也是中医
药等传统医药的发展方向。中医诊
疗也要借助现代医学的成像技术找
到病因所在，然后再开方子进行治
疗。这也有助于增加患者与医生之
间的相互信任。

中医药：找对路，走出去
本报记者 张一琪

中医药是中华
文明的瑰宝，也是
世界了解中国的一
扇窗口。让中医药
走向世界，离不开
多方的努力。

在日前举行的
第25届万寿论坛暨
首届沃德论坛上，
来自金砖国家的专
业人士和政府官员
认为，中医药产业
走向世界，在全球
范围内开展合作，
将促进人与人、国
与国之间的深层理
解，打造人类健康
共同体。

近日，广东梅县某中学的原创“足球操”引发舆论热议。名
为足球操，却连足球都不碰，如此运动方式让不少人“摸不着头
脑”。体教结合怎么搞？青少年的运动习惯如何培养？在各方竞相
探索的过程中，小篮球的发展或许提供了一条可行的解决方案。

小篮球，顾名思义，在许多方面都比标准篮球“小”——参
赛人数少、队员小，比赛的用球、场地、篮筐高度等都要“小一
码”。“小”的目的，就是为了在12岁及以下少年儿童中开展篮球
运动。从 2017 年首次推出以来，小篮球运动已在全国开展一年。
目前，小篮球联赛已经在全国 25 个省区市和 5 个计划单列市开
展，吸引了超过10万名小球员参加。在日前举行的2018中国小篮
球论坛上，中国篮协主席姚明说，希望通过小篮球让更多的孩子
爱上篮球运动，夯实中国篮球的塔基，发现更多篮球人才。

虽然仅仅一年，但小篮球已经完成了很多工作。有了全国联赛
的引领，让孩子们有比赛可打；有了制度的保证，小篮球的规则和运
动员登记制度逐步完善；有了各方力量的参与，从各级篮协到各地
的小学、社会机构和社会力量；教练的培训、数据的完善也在紧锣密
鼓地进行……种种举措，都为小篮球的普及和发展助力良多。

体教结合的目的，是为了发挥体育的育人功能，通过体育运动，让
青少年身体健康，并从中培养合作、规则等社会文明意识。体与教的融
合，就是体育与教育发挥各自优势，真正聚焦儿童和青少年成长。

小篮球的推广，其实就在朝这样的目标努力。一方面，注重根据
不同的年龄段为孩子配置不同的“运动处方”，让小篮球运动能够有
针对性地开展；另一方面，以学校为根据地，让小篮球发挥强健体
魄、培养能力的作用。从更长远的角度来看，未来的小篮球不仅能够
实现孩子们的健康梦想，也能够为中国篮球创造更精彩的未来，开
拓体育事业的新领域。

对任何一项有志于走进校园
的体育运动来说，有标准、有规
范、有人才、有制度，都是必
备要素。只有这样，体育的教育
作用才能实现。对小篮球而言，
未来除了标准的制定者继续“给
力”外，还要有更多的运营者以
及学校和社会力量参与其中，让
小篮球的大梦想尽快实现。

小篮球的启示
刘 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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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18日，中国篮球协会主席姚明在2018中国小篮球论
坛上发表演讲。 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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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苗立法正在加速。近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疫苗
管理法（征求意见稿）》（下称《征求意见稿》）正面向公
众征求意见，这部事关疫苗安全的法案将此前分散在
多部法律法规中的规定统筹整合，涵盖疫苗研制、生
产、流通、预防接种各个环节，对疫苗监管的特殊要求
作出具体规定，体现了“最严监管”的要求。

处罚力度空前

目前，世界各国还未有疫苗管理单独立法的先
例。因此，此次疫苗立法既是“史上最严”，也是

“全球首创”。
《征求意见稿》指出，对有严重违法行为，情形

特别严重的，吊销药品生产许可证，其法定代表
人、主要负责人和其他关键岗位人员终身不得从事
药品生产经营活动。

对此，中国政法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副教
授杨炳霖指出，此次疫苗立法力度空前。有强有力
的惩罚为后盾，可以重建公众对疫苗的信心。同时
他也指出，《征求意见稿》中仍有一部分有待充分讨
论和研究，比如监管机构分散等问题。

北京大学药学院药事管理与临床药学系副教授
江滨则认为，基于严谨标准、严格监管前提下的严
厉处罚才有科学性、公正性、权威性和威慑力。《征
求意见稿》的条款需要和《刑法》、正在修订的《药
品管理法》等的相关规定进行衔接和协调。

首提无过错补偿

《征求意见稿》 还首次提出“无过错补偿”原
则，即因预防接种异常反应造成受种者死亡、严重
残疾或者器官组织损伤的，应当给予一次性补偿。

疫苗具有一定风险，就存在一定不良反应发生
的概率。北京天驰君泰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律
师张合表示，过去法院在解决这类争议时标准不
同、尺度不一，此规定有望有效解决由异常反应处
理问题引发的争议。

北京市百瑞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律师龚楠
也表示，《征求意见稿》单独设立“异常反应监测与
补偿”一章，充分体现出国家对于预防接种异常反
应的重视，保障了受种者的权益。

全程信息化追溯

利用现代信息技术对疫苗进行全程信息化追
溯，成为大势所趋。《征求意见稿》 指出，国家实
行疫苗全程信息化追溯制度，建立全国电子追溯
协同平台；疫苗上市许可持有人应当建立疫苗信
息化追溯系统，实现疫苗最小包装单位的生产、
储存、运输、使用长期全过程可追溯、可核查。
疾病预防控制机构、接种单位应当依法如实记录
疫苗的流通、使用等情况，并按标准提供追溯信
息。

对此，杨炳霖表示：“疫苗安全与食品安全有相
似之处，环节很多，从研制到生产、运输、接种
等，中间涉及不同的组织机构，发生问题的可能性
就比较大。以往监管的难点就在于难于掌握信息，
但现代信息技术提供了这种可能。如果建立起全程
追溯制度，就能掌握各个环节的信息，及时发现安
全质量问题。”

坚持疫苗公益性

《征求意见稿》规定，国家实行有计划的预防接
种制度，推行扩大免疫规划。国家坚持疫苗的战略
性和公益性，应当将预防重大疾病的疫苗研发纳入
国家战略，优先予以支持。

对此，江滨指出，中国生产的疫苗种类和数量
位居世界第一，是最大的疫苗生产国和使用国。作
为我国医药产业最具有竞争力的子产业，疫苗是预
防和控制各类传染病、实现全民健康的最经济有效
的措施，在政治、经济、公共安全等方面均具有重
要的战略意义。

江滨说，此次立法明确了疫苗的战略性和公益
性。未来，通过加大财政投入、实施税收优惠等政
策促进疫苗研制和创新，能够引导产业结构优化、
不断提高疫苗质量。同时，对疫苗生产企业实行严
格准入管理，引导疫苗生产企业规模化、集约化发
展，做强做大中国的疫苗产业。

“最严监管”重建疫苗信心
李 贞 高 虹 徐月东

天
津
市
红
桥
区
铃
铛
阁
社
区
卫
生
服
务
中
心
的
医
护
人
员
在

给
儿
童
接
种
疫
苗
。

新
华
社
记
者

岳
月
伟
摄

北京今年新建700多片健身场地
本报电（记者刘峣） 2018年北京市全民健身工作交流会近日在

北京奥林匹克塔举行。据介绍，北京今年加大全民健身场地设施建
设力度，在 2017年新建 509片专项活动场地的基础上，2018年又新
建 700 余片专项活动场地。目前，北京市人均体育场地面积保持在
2.25平方米。

北京还开展了丰富多彩的群众性体育赛事活动。在举办品牌赛
事的同时，在今年第十五届北京市运动会上增设群众比赛项目14大
项24小项，有近7000名体育爱好者参与到总决赛中。同时积极开展
群众性冰雪活动，在去年 11月至今年 4月的第四届北京市民快乐冰
雪季期间，共组织群众性冰雪活动4573场，参与人数近300万人次。

北京市民快乐冰雪季启动
本报电（记者刘峣） 第五届北京市民快乐冰雪季系列活动，近

日在北京启迪冰雪体育中心举行启动仪式。
据悉，本届冰雪季活动于 11月至明年 4月举行，内容包括冰雪

项目推广、冰雪青少年普及、冰雪人才培养、冰雪赛事建设、冰雪
场馆升级利用 5个方面。活动期间将举办 2018沸雪北京国际雪联单
板滑雪大跳台世界杯等14项国际和国家级高水平赛事。

初冬时节，人们投身丰富多彩的户外运动，强身健体。
图为11月18日，徒步爱好者在福建省泉州市鲤城区参加古

城徒步活动。 张九强摄 （新华社发）

冬日动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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