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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成首个为中医药立法的省会城市南京成首个为中医药立法的省会城市
护传承促创新护传承促创新，，加强建设中医药服务体系加强建设中医药服务体系

我国首座为中医药立法的
省会城市诞生了。

6月20日，《南京市中医药
传承创新发展条例（草案）》（以
下简称条例草案）提交江苏省
南京市十七届人大常委会第四
次会议进行一审。条例草案拟
从服务体系、文化传承、融合创
新、监督保障等方面对南京市
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作出具体
规定。

“该条例的制定，是贯彻落
实国家重大战略部署、推进中
医药传承创新工作沿着法治化
轨道健康有序发展的切实举
措，将为引领、促进和规范南京
中医药事业及产业高质量发展
提供法治支撑。”南京市人大常
委会新闻发言人、研究室主任
王利民表示。

传承金陵医派文化

中医药历经数千年传承和
发展，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在
维护人民生命健康安全方面一
直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如今的中医药发展面临着
传承与创新的问题。如何把中
医药这一祖先留给我们的宝贵
财富继承好、发展好、利用好，
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时代必
考题。

自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
央把中医药工作摆在更加突出
的位置，作出了一系列重大决
策部署。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
指出：“促进中医药传承创新发
展。”这为推动中医药事业高质
量发展指明了方向。

在南京，中医药有着悠久
的发展历史，历代名医辈出，在
中医药发展史上有着举足轻重
的地位。历史上著名的中医大
家葛洪、陶弘景、李时珍均在南
京行医采药；以“金陵四大名
医”之首张简斋为基础所形成
的金陵医派特色鲜明，与吴门
医派、孟河医派、龙砂医派等中
医学术流派一同闪耀于杏林，
其众多中医药名家的学术思想
至今仍发挥着重要指导作用。

据南京市中医院党委书记
刘奇志介绍，南京市中医院成
立了“金陵医派中医药研究中
心”，专门发掘整理经典方子、
研究金陵医派古籍，传承金陵
医派特色文化、培养金陵医派
专业人才。

而南京作为老龄化程度较
高的城市，各种老年病、慢性病
高发，且患病人数不断攀升。
中医药及中医适宜技术在老年
病、慢性病防治和康复护理方
面具有诸多优势。

“做好中医药立法工作，在
充分发挥中医药的独特优势、
协调中西医共同发展、提供更
高质量医疗资源供给、满足老
百姓多样化的医疗需求等方面
具有重要意义。”南京市人大法
制委主任委员李华说。

据了解，南京市中医药事
业在资源总量、服务体系、医疗
能力、科学研究等方面一直走
在江苏省前列，但同时也存在
不少的短板弱项。

“比如对金陵医派的保护
传承和推广力度还不够，中医
药高层次人才还很缺乏，中医
药产业规模偏小、产品不多、市
场覆盖有限等。”据南京市卫健
委主任夏海鸣介绍，这些与健
康南京建设的新要求、人民群
众对健康的新期待以及中医药
事业发展的新目标相比，还有
较大差距。

南京市人大常委会教科文
卫委主任、一级巡视员张孝科
说：“针对这些问题和不足，就是
要通过立法，研究提出相应的制
度设计，在法治轨道上促进问题
解决、补齐短板，提升南京在中
医药发展方面的首位度。”

为条例“把脉开方”
200余条

今年5月，南京市被财政
部、国家中医药局确定为15个
国家支持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
示范试点项目城市之一。南京
以此为契机进行中医药立法，
意义不言而喻。

作为第一部省会城市的中
医药立法，如何确保出台的条
例真管用、有特色？

据介绍，南京市人大常委
会教科文卫委联合南京市卫健
委、市司法局开展了形式多样
的立法调研论证，广泛听取各
方面的意见建议。

南京市中草医医院中医皮
肤外科诊疗中心副主任中医师
刘玉兰是南京市的名中医，行
医半个多世纪以来，早已誉满
杏林。她和女儿——秦淮区名
中医曹静研制出的“消痤膏”

“皮炎洗剂”等中草药秘方解除
了无数患者的病痛。其中，治
疗带状疱疹的方子“金陵带疱
消”还被评为江苏省非物质文
化遗产。

虽然如今已年过古稀，但
刘玉兰还是坚持每个星期坐堂
行医。“希望此次立法对南京特
色的经典名方加以保护，督促
政府有关部门加大中医药人才
的培养扶持力度，把老祖宗留
下的秘方传承好、发扬好。”刘
玉兰说。

刘玉兰的期盼与张氏接骨
术传承人张文象的想法不谋而
合。张氏祖传的中医正骨术和
中草药秘方张氏接骨散，已在
中医骨伤治疗领域独成一脉。
他希望，此次立法能在中医师
人才培养的政策上有所突破，
促进更多中医师传承人涌现出
来，把中医的历史价值、文化价
值和科学价值发扬光大。

南京市中西医结合医院院
长邵蔚表示，大部分的中草药
价格低、利润空间小，有些企业
不愿意生产，希望条例对加大
中医药扶持力度等方面作出
规定。

石门坎卫生服务中心副主
任周雪梅长期工作在基层医疗

一线。她告诉中国城市报记
者，目前，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对
中医药治疗病患的参与率还不
高，中医药床位数也不多。希
望条例能够加大对中药的扶持
力度，更好地提升中医药服务
率与服务质量。

南京市人大常委会教科文
卫委相关工作人员告诉中国城
市报记者，自去年3月开展立
法调研工作以来，一年多的时
间里，举行了20余场座谈会、
论证会和专题调研，广泛听取
名老中医、基层医务人员、人
大代表、政府部门负责人、法学
专家、基层群众等各方面的想
法与期盼，收集意见建议200
余条。

“之所以如此广泛征求意
见，就是要确保出台的条例真
管用、有特色，达到良法善治的
效果。”张孝科说。

推进中医药服务
数字化建设

据悉，提交一审的条例草
案共四十七条，分为总则、服务
体系、文化传承、融合创新、监
督保障和附则六章。

中国城市报记者注意到，
基层医务工作人员关注的提升
中医药服务质量问题，在条例
草案中已经有了体现。

条例草案第一章拟从医疗
机构建设、服务能力建设、中西
医师职业资格界定、中医药参
与公共卫生机制等方面，对建
设中医药服务体系提出要求，
鼓励发展中医药服务，进一步
优化资源配置，完善中医药服
务体系，加强数字化建设，充分

发挥中医药的独特优势。
条例草案第三章还就推动

中医药传承研究、挖掘保护经
典名方、传承保护中医药文化、
建立中医药文化基地、普及中
医药知识、鼓励金陵医派发展、
加强中医药交流合作等方面，
拟作详细规定。

“条例草案既继承宣扬了
中医药传统文化，又为中医药
发展注入了创新活力，为配合
中医药对外交流合作，进一步
提升中医药的国际影响力提供
了南京样本。”长期从事立法研
究的江苏省人大代表、江苏三
法律师事务所主任孙勇说。

南京大经中医药信息技术
有限公司是由中医专家团队和
信息化专家团队共同创立的国
家级高新技术企业。该公司总
经理李文友带领团队开拓进取，
在名老中医诊疗经验的数字化
传承、中医临床智能辅助诊疗
系统开发、中医智能硬件研发
等领域具有深厚的技术积淀。
他对中医药创新发展的期盼在
条例草案中也得到了体现。

中国城市报记者注意到，
在条例草案第二章，专门就推
进中医药服务数字化建设拟作
出规定：推进以电子病历为核
心的智慧化、数字化中医药服
务体系建设，支持运用现代信
息技术提供中医远程医疗、移
动医疗、数字医疗等线上线下
一体化服务。

“期待条例尽快出台，这既
是对中医药文化传承的促进，
也给我们从事中医药数字化研
究、护航老百姓的生命健康安
全提供了更好的法治保障。”李
文友说。

■中国城市报记者 郑新钰 通讯员 肖日东 谭 菲

北京丰台站开通一周年
累计发送旅客750万人次

近日，北京丰台站迎来开通运

营一周年。一年来，北京丰台站累

计发送旅客750万人次，到达旅客

825万人次，日均接、发旅客列车

116列，有效强化了北京综合交通

运输服务功能，极大便利了人民群

众出行。

中国城市报记者 全亚军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