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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传播到已传播到196196个国家和地区个国家和地区——

不断推进中医药文化不断推进中医药文化““走出去走出去””
■人民日报记者 杨彦帆

日前，国家中医药管理局、
中央宣传部、教育部、商务部、
文化和旅游部、国家卫生健康
委、国家广电总局和国家文物
局联合制定印发的《“十四五”
中医药文化弘扬工程实施方
案》（以下简称《方案》）公布。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近日召开新
闻发布会，介绍实施方案及中
医药文化建设工作有关情况。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综合司
副司长邢超介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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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中医药深入融
入广大群众生产生活。

在保护传承方面，重点加强
中医药典籍研究保护整理出版，
深化中医医疗机构、教育机构、
科研机构以及其他医疗机构中
医科、中药企业文化建设，推动
中医药医教研产，彰显文化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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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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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以“加强古典医
籍精华梳理和挖掘”为重点，我
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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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科技司
副司长陈榕虎表示，要系统性加
强中医药文化的时代阐释。近
年来支持开展了名老中医的学
术思想研究、古典医籍的整理出
版、经典名方的关键信息考证、
中医药传统知识保护体系构建
等。持续性推进中医药理论的
科学解读。通过搭建高端科研
平台，汇聚多方创新团队，促进
多学科交叉融合，对传统中医药
的理论、方法和技术进行多维
度、深层次、系统化的科学阐释，

说明白、讲清楚中医药的疗效和
原理，不断丰富中医药理论的科
学内涵和时代特色。

为推动中医药文化贯穿国
民教育始终、推动中医药融入
生产生活，《方案》明确丰富中
小学中医药文化教育校园活
动，引导学生了解有关中医药
文化的常识；广泛开展中医药
科普工作，在乡镇卫生院、社区
卫生服务中心等场所普遍建设
中医药健康文化知识角；打造
中医药文化传播平台，全国中
医药文化宣传教育基地增至
150个，建设50个国家级中医
药文化体验场馆。

近年来，我国通过多种形
式传播中医药文化理念，打造
了一批全国联动的中医药文化
活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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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邢超说。

邢超表示，近年来，国家中
医药管理局在推进中医药文化
进校园中更加突出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元素，更加注重活动策
划适应中小学的普遍需求，采
取“活动模板+若干物料+自主
组织”的方式，带动各地中小学
校开展中医药文化主题活动。
在2021年冬至节气和2022年
端午前后，分别策划开展了“听
仲景故事 品中医智慧 做冬至
美食”和“端午艾草香 关注眼
健康”的主题日活动，累计吸引
了750余所中小学25万多名
学生参加。

《方案》还提出，推动中医
药博物馆事业发展。国家中医
药博物馆副馆长陈峥介绍，国
家文物局2022年度的博物馆备
案信息显示，目前全国有中医药
类博物馆83家，其中国家一级
博物馆1家、二级5家、三级3
家。中医药博物馆事业面临区
域发展不平衡、文化资源家底不
清、体系结构尚未构建、藏品保
护基础比较薄弱，展陈和社会服
务的整体水平不够高，研究能
力、科技支撑、管理水平和专业
队伍建设亟待加强等基础性问

题，下一步，将坚定推进落实中
医药博物馆体系建设任务。

近年来，我国不断推进中
医药文化“走出去”。国家中医
药管理局国际合作司副司长魏
春宇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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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
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中
医典籍《黄帝内经》和《本草纲
目》被列入“世界记忆名录”。
将通过健康咨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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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案》提出，到2025年，
中医药文化产品和服务供给更
为优质丰富，中医药博物馆事
业加快发展，中医药文化传播
体系趋于健全，中医药文化传
播队伍不断壮大，公民中医药
健康文化素养水平提升至25%
左右，中医药海外传播半径不
断延伸，中医药“走出去”步伐
更加坚实。

本报讯 4月26日，由中国传
媒大学广告学院承办的2023

“东亚文化之都”城市主题交流
活动在湖南省长沙市举办。现
场，由中国传媒大学广告学院
起草、联合发起的《艺术城市倡
议》发布。

本次活动的主题为“以美
为媒 美美与共”，力求彰显城市
发展中的“文化引领、艺术导向”
作用，促进东亚国家在艺术和城
市创新等领域的文化交流，共享
城市经验，构建发展共识。

“东亚文化之都”评选，是
由中日韩三国共同发起的亚洲
第一个国际性文化城市命名活
动，是中日韩人文领域的重要成

果和东亚区域文化合作品牌。
2023“东亚文化之都”城市

主题交流活动由中国传媒大学
设计学教授、广告学院副院长、
中国城市雕塑家协会秘书长武
定宇主持；中日韩三国文旅领
域专家学者、艺术家和我国相
关省（市）文化和旅游厅（局）代
表齐聚星城，围绕艺术、文化与
城市等相关议题各抒己见。

长沙市委副书记、湖南湘
江新区(长沙高新区)党工委书
记、岳麓区委书记谭勇发表致
辞。他强调，长沙将立足新起
点，奋力建设具有“长沙味、湖湘
韵、中国范”的世界文旅名城。

湖南省文化和旅游厅党组

成员、副厅长张霞，文化和旅游
部国际交流与合作局二级巡视
员戴世双分别致辞；第十四届
全国政协副秘书长、民盟中央
副主席、中国美术馆馆长吴为
山进行视频致辞；黑龙江省文

化和旅游厅二级巡视员张亚巍
出席活动。

活动现场，丁俊杰、王中、
赵新利、崔正化等国内外专家学
者亦分别进行了主旨演讲并共
同发布了《艺术城市倡议》。《艺

术城市倡议》提出，“城市艺术”
将向“艺术城市”转变。文化艺
术将成为未来城市发展的核心
动力，成为一个城市最大的“不
动产”。在未来城市的规划中，
各国需要充分利用艺术、科学等
元素，创造具有包容性、公正性、
系统性、价值性、文化性和可持
续性的城市实践方法。

据悉，《艺术城市倡议》由
武定宇起草，20位国内外专家
学者和7所高校、机构共同发
起。《艺术城市倡议》的发布有
助于全球各国以艺术为纽带、
以文化交流为桥梁，共同探索
从“城市艺术”走向“艺术城市”
的发展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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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届中华诗人节暨第九届杜甫国际诗歌周在豫举行第四届中华诗人节暨第九届杜甫国际诗歌周在豫举行
■韩晓红

寻一场春夜喜雨，润千秋不
朽诗魂。4月25日，第四届中华
诗人节暨第九届杜甫国际诗歌
周在杜甫故里河南省巩义市开
幕。近500名诗人代表、专家学
者及各界嘉宾齐聚杜甫故里，缅
怀诗圣杜甫，弘扬诗圣文化，感
悟家国情怀，筑梦民族复兴。

中华诗词学会会长、国家
行政学院原副院长周文彰等中

华诗词学会有关人员，郑州市
委常委、宣传部部长陈明，郑州
市人大常委会党组副书记、副
主任蔡红，郑州市政协副主席
石大东，巩义市委书记袁聚平,
巩义市委副书记、市长张东辉
等出席开幕式。

陈明宣布第四届中华诗
人节暨第九届杜甫国际诗歌
周开幕。

致辞环节，袁聚平介绍了
巩义悠久厚重的历史文化和近

年来的发展变化。他说，巩义
是诗圣杜甫的故乡、河洛文化
的摇篮。巩义将乘着这次盛会
的东风，坚定文化自信，坚持守
正创新，全力打造具有全国影
响力的“河洛文化名城”，在新
时代新征程上书写奋勇争先、
更加出彩的绚丽华章。

开幕式现场还举行了第九
届“华夏诗词奖”颁奖仪式、“诗
圣杯”全球华人诗词大赛颁奖
仪式，宣读了《致海内外诗人的

信》。周文彰、袁聚平共同为
“中华诗词杜甫学院”揭牌。周
文彰还代表中华诗词学会向巩
义市授予“中华诗城”牌匾，张
东辉代表巩义市接牌。

近年来，巩义市充分发挥
“杜甫故里”历史悠久、河洛文
化底蕴丰厚的优势，广泛开展
中华诗词系列艺术活动。经考
察，巩义市符合中华诗词学会
关于“中华诗城”的认定标准，
中华诗词学会决定授予巩义市

“中华诗城”称号。
据悉，此次活动由中华诗

词学会、中华诗词研究院指导，
河南诗词学会、郑州市委宣传
部、郑州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
郑州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及巩
义市委、市政府主办，巩义市委
宣传部、巩义市文化旅游发展
集团有限公司承办，巩义市文
学艺术界联合会、文化广电旅
游体育局、教育局、融媒体中心
及郑州商学院协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