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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 渡 区 卫 生 健 康 局

B类

主动公开

官卫函〔2022〕2号

关于政协官渡区十届一次会议第 101046号
提案答复的函

刘琼、杨艳萍、全春瑞、杨浩芬、柏灿红、杨建义、张武军、文

强：

您提出的《关于打造“中医中药健康官渡”区域品牌的建议》

提案收悉，现答复如下：

一、提案主要内容：

一是建立中医药发展研究工作组，持续性开展中医药发展的

课题研究，推动建立建成具有中医药特色的管理体系。二是树立

“健康官渡”区域品牌名片，整合中医药特色和优势的社会资源打

造一个“中医药健康城”。三是建立中医药膳食研究及服务实践示

范区。四是扶持中医药生物科技产品的研发、生产和推广，打造

一个能够代表云南特色和官渡文化的中医药生物科技产品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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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工作情况

（一）构建组织框架

官渡区现设有昆明市官渡区卫生健康局（区中医药管理局），

下设医政医管科管理全区中医药方面工作。为全面贯彻落实《中

共云南省委 云南省人民政府关于促进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的实

施意见》（云发〔2020〕18号）、《中共昆明市委 昆明市人民

政府关于促进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的实施意见》（昆发〔2021〕

8号）精神，巩固扩大我区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成果，拟印发《中

共昆明市官渡区委 昆明市官渡区人民政府关于促进中医药传承

创新发展的实施意见》。《意见》其中提出以下几点：“研究成

立昆明市官渡区中医药研究院或昆明市官渡区中医医院。依托昆

明市官渡区人民医院，研究推进昆明市官渡区中医药科研孵化基

地、中医药教育培训基地、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医应急指挥中心

等建设工作，建成昆明市官渡区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的医教研综

合平台。推进人才培养、科研教学、中医区域诊疗、中医医养结

合、安宁疗护、专科专病、制剂研发、中医药重点实验室和产业

建设融合研究，为官渡区中医药事业和产业高速发展提供支撑。

研究成昆明市立官渡区中医药研究院或昆明市官渡区中医医院

建设事宜，区财政结合区级财力给予资金安排。”

目前以官渡区人民医院基地，推进人才培养、科研教学、中

医区域诊疗、中医医养结合、安宁疗护、专科专病、为官渡区中

医药事业和产业高速发展提供支撑，现计划研究成立昆明市官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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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中医药研究院或昆明市官渡区中医医院建设事宜，区财政结合

区级财力给予资金安排，相关实施意见已报请区政府审议。

（二）基层中医药服务能力提升工程方面

以区人民医院中医科建设为重点，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为抓

手，社区卫生服务站为落脚点，健全和完善中医药服务网络和功

能，持续完善区、街道、社区三级中医药服务网络。提升中医药

服务能力，继续开展基层中医药服务能力提升工程，选取有基础、

有提升空间的机构争取省、市提升基层中医药服务能力项目。争

取到 2022年中央医疗服务与保障能力提升补助资金 30万元，打

造全国基层名老中医药专家传承工作室（魏鹏飞），提高基层医

疗卫生机构中医综合服务区（中医馆）服务能力建设（金马街道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小板桥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官渡街道社区卫

生服务中心），同时在官渡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成立官渡区“名

中医馆”；目前通过完善中医药综合服务区及名中医馆建设，组

织中医药从业人员业务培训，提高医务人员业务水平，不断提升

基层中医药服务能力。加强中医药特色优势建设，加强中医药文

化宣传。

（三）重点中医专科（专病）建设方面

以区人民医院为重点，加强重点中医专科（专病）建设，开

展中医优势病种研究，区医院中医内科现开设有中医、中西结合

及老年病、慢阻肺专病等门诊，2011年通过了昆明市中医重点专

病“慢性阻塞性肺病”专病区，并成立了“昆明市中医医院肺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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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官渡区人民医院工作站”及“吴荣祖全国名老中医药专家传承

工作室官渡区人民医院工作站”。2020年参与第七批重点专科专

病建设项目，昆明市中医老年病重点专科目前正在建设中，预计

2023年完成。区医院住院病人以老年人居多，对老年病诊治较为

熟练，科室秉承“西医不落后，中医有特色”的发展理念，真正突

出了中医的治疗地位，为创建“昆明市中医老年病重点专科”奠定

了坚实的基础。

（四）中医药诊疗推广方面

辖区内公立医疗机构通过义诊、中医保健知识讲座、中医适

宜技术推广等形式，提高中医药文化科普知识宣传力度，营造良

好的中医文化氛围。坚持中西医并重，推动中医药和西医药相互

补充、协调发展。充分发挥中医药在治未病中的主导作用、在重

大疾病治疗中的协同作用、在疾病康复中的核心作用。100%社

区卫生服务中心均开展中医药服务，其中包括中医药健康管理服

务，同时将 ”中医药健康管理”纳入到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绩效考

核工作中，90%社区卫生服务站，开展中医药服务。提供至少 4

类六种中医适宜技术，基本形成区、街道、社区的中医网络。官

渡区人民医院、金马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关上街道社区卫生

服务中心、吴井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官渡街道社区卫生服务

中心、太和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小板桥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

心、大板桥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矣六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六甲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开展“中医治未病”；由魏鹏飞、李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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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陶建国、张振宇、李谊深、欧阳波等名中医组织收集、撰写

常见病、多发病中医处方集并向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推广，并正在

与出版社商议出版事宜。

（五）人才队伍建设方面

近年来，官渡区中医药事业一直走在全市前列，并且名医辈

出，原官渡中心卫生院、小板桥卫生院、矣六卫生院、金马中心

卫生院等等中医名气较大，并且中医就诊人数较多，为群众提供

了廉、简、效、便的中医药服务，充分发挥了中医药特色优势。

特别是上世纪 90年代成立官渡区中医医院以来，以梁建勋名中

医为首的老前辈，借助官渡区中医院这个平台，充分发挥中医药

特色优势，发展官渡区中医药事业，并汇聚了大量中医药人才，

使官渡区中医药发展得到显著提升，并且为后期的中医发展培养

了大批优秀人才。如官渡区名中医欧阳波、王玲秀、孙旭松、王

丽、李文江、魏鹏飞等中医医师。

官渡区卫生健康部门高度重视中药（民族药）特色技术的传

承发展，官渡区人民医院魏鹏飞、金马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张

振宇被评为“云南省基层名中医”、“昆明市有突出贡献专业技术

人才”；魏鹏飞被评审为“昆明市魏鹏飞名中医传承创新工作室”；

张振宇被评审为“第五批全国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继承人”、

“昆明市名中医专家传承工作室建设项目专家”，并入选“云南省

万人计划名医专项”。目前，有 24人跟师学习培养中医药（民族

医药）特色技术传承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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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区制定了《官渡区名中医工作室建设管理办法（试行）》

等文件，开展五轮名中医选拔和名中医工作室建设工作。对照国

家、省、市相关要求，认真开展中医师承人员审核工作，目前辖

区内有 32人进行了跟师备案的登记；按照上级中医药管理部门

的工作安排有序开展中医确有专长考核报名工作。

（六）中医药文化宣传方面

为传播中医药健康文化，提高居民中医药健康素养，各级卫

生健康部门联合其他相关部门开展了形式多样的公益性中医药

文化推广活动，努力加强中医药传统服务宣传普及工作。2020

年，官渡区相继开展了两场中医药健康文化推进行动。2020年 8

月 29 日在关上融城金阶小区举办“2020 年中医中药中国行—中

医药健康文化宣传暨中医药法宣传活动”，2020年 10月 17日，

在官渡古镇举办了“2020年中医药健康文化宣传暨中医药法宣传

活动”。

2021年在省、市中医药管理部门的组织领导下，在中医高等

院校、中医医疗机构和诸多名中医的支持下，在全区开展多种形

式的中医药健康文化活动，向群众集中展示了中医药悠久的历

史、科学的理论、独特的方法和良好的疗效等，进一步将中医药

文化融入到了广大群众的日常生活中，引导广大群众养成具有中

国特色的健康生活习惯，普及了健康生活方式，提高了公民健康

素养。在区人民医院新迁建项目规划中有中草药标本展览室，为

大力宣传中医药文化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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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2022年 3月 28日，昆明市官渡区人民政府印发《中

国（云南）自由贸易试验区昆明片区（官渡区）促进经济高质量

发展若干政策措施》（官政发〔2022〕2号），其中涉及知识产

权部分，从获奖专利补助、培育优势企业等方面给予中医药生物

科技企业申报相关知识产权、专利、省部级国家级创新成果等支

持。相关部门将依据政策兑现流程积极帮助符合条件的中医药生

物科技企业申请相应补助，促进我区中医药生物科技企业发展。

（八）2022年 1月，中国（昆明）知识产权保护中心竣工交

付，全省首个国家级知识产权保护中心落地官渡，4月 14日，该

保护中心通过国家验收。中国（昆明）知识产权保护中心是国家

知识产权局与昆明市政府共建的云南省首家国家级知识产权保

护中心，面向生物制品制造产业和智能制造装备产业开通专利预

审绿色通道，提供专利快速审查与确权预审、知识产权快速维权、

知识产权协同保护、知识产权运营服务、知识产权公共服务、知

识产权战略研究、知识产权人才培养等知识产权“一站式”全链条

服务，开展知识产权快速协同保护工作。该中心将进一步满足企

业对于生物制品制造产业方面的知识产权快速审查、快速确权、

快速维权的急迫需求，为医药企业的创新按下快进键，助推官渡

区生物制品制造产业高质量跨越式发展。

三、中药资源普查工作

根据《财政部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关于下达2019年医疗服务

与保障能力提升补助资金（中医药事业传承与发展部分）预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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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知》（财社〔2019〕39号）文件精神，由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组

织部署，全国各省、市、自治区于2011~2012年始陆续展开了全

国第四次中药资源普查工作。官渡区作为云南省的第六批普查

县，于2019年10月正式开展全国第四次中药资源普查工作。

在区委、区政府的支持下，组建了官渡区中药资源普查领导小

组、普查办公室和普查队。为实施好本区中药资源普查工作，省卫

健委委托云南中医药大学作为官渡区普查工作的技术依托单位，各方

部门共同努力，精心组织，认真组织制定了普查实施方案，开展了多

次普查培训和学习为普查工作的开展奠定了基础。2019年10月13日

正式展开野外调查工作。通过前期准备、野外普查、内业整理，

历时18个月，于2021年6月顺利完成了官渡区中药资源普查工作。

通过开展官渡区的中药资源普查工作，基本查清本区中药资

源家底情况，完成官渡区的普查工作报告；研究制定本区中药资

源保护利用发展规划，为地区中药材基地建设及中药材市场产业

发展提供指导和服务。

通过近 8个月的外业调查以及 10个月的内业数据整理，官渡

区中药资源普查队齐心协力、共克难关，圆满完成了本次普查工

作。完成 43个样地、215个样方套及 1290个样方的重点调查；

通过近 100条、200 多公里的样线调查，完成 616 号共计 116 科

382属 560种植物的标本采集、压制、烘干、制作、分类整理工

作。经鉴定和查证，有明确药用功效的植物有 99 科 314属 449

种；通过样方调查和样线踏查，共调查到重点药材 44种，收集药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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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种（其中重点药材 25种），收集种质资源 22种（其中重点药

材种质 17 种）；通过对本区内栽培药材的现地调查，明确官渡

区栽培中药材 2种共计近 200亩，有一定储藏量的药材品种有 16

个，云南省特色品种有 3个（黄草乌、滇黄芩和滇丹参）；对官

渡区辖区内人民医院、中医馆、中药材市场及中药生产企业完成

了 29次市场调查和 1 家中药材企业利用现状调查，录入中药信

息 541条。对 3位名中医进行了登门拜访，共收集到验方 3条，

对五官科、妇科、呼吸系统、消化系统等疾病有确切的疗效。编

撰完成《官渡区第四次中药资源普查工作汇编》、待发表论文《螺

蛳湾中药材市场现状研究》；计划下一步完成《官渡区常见药用

植物图谱》的编写工作。

四、下一步计划

（一）加强中医人才建设工作

以官渡区卫健局中医药管理局牵头，成立一个中医药管理

（或服务）部门（或中心），来统筹、规划、发展、服务中医药

事业。每年对全区中医药医务人员进行统计、调研、拟每年提交

一份中医药人员现状报告、根据现状，做好来年计划及规划。

根据中医药特点及发展趋势，特色优势，做好人才的分门别

类培养，使中医药工作全面发展。规划中医特色优势科室及优势

病种，根据不同医院（或中心）、不同科室中心发展中医特色，

如一中心一特色、皮肤科、针灸科、老年病科、康复科、健康养

生，医养结合、治未病、中医慢病管理科等；每年组织好全区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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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药人员的培训，打实中医药基础，提高中医药临床诊疗能力，

推广中医药适宜技术。

加强名中医工作室的建设管理，使各名中医工作室开展的工

作开花结果，使名中医工作室学术思想、临床经验、治疗优势病

种等等得到整理、总结，便于更好的传承及发展。培养发展中医

药管理考核队伍，加强中医药的管理及公共卫生中医药督查考核

工作，提高全区中医药的服务。

（二）加强中医文化传承教育

吸收民间名老中医药专家进入名中医工作室进行传、帮、带

工作。收集整理民间单方、验方及有效的中医药方法及技术，使

民间有效中医药方法得到传承及发展，做好师带徒的管理考核，

培养一批懂中医，会中医，能看好病的中医药队伍。

（三）加大对中医医疗事业发展的支持力度

制定符合官渡实际的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的制度和计划，贯

彻落实国家、省、市中医药管理部门的部署安排，联合区级多部

门对中医药事业发展做出统筹安排，加大对中医药事业发展人

力、财力的支持。

（四）做好中医药的宣传工作及健康养生工作

中医药作为生命全周期应该从宣传、健康养生、疾病防治等

全方位进行宣传、培训、讲座，培养一批铁杆中医，大批铁杆中

医粉丝，使中医药工作落地生根。

1.依托官渡区旅游产品创意设计大赛，以挖掘、保护、传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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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文化资源为重点，倡导提升民众的健康素养，以点带面将现

有非遗项目陈列其中，形成以古镇片区非遗为代表的文旅全产业

链。加快推进“非常官渡”伴手礼形象店的建设工作，以非遗联展、

“文创”设计大赛为基础，征集、研发官渡区文旅 IP及伴手礼周边

产品，丰富旅游产品内涵，塑造官渡区的独特文化品牌。

2.发挥当地的人文、自然特色优势，将官渡区的中医药特色

项目与旅游相结合，纳入“带你游官渡”精品旅游线路，此线路以

官渡古镇为中心，整合周边的省博、大剧院、斗南、滇池国际会

展中心、环湖东路湿地，联动呈贡斗南花花世界，将人文健康与

自然环境紧密联系在一起。

3.建设有文化长廊的街道不多，区文化和旅游局建议各街道

增加中医药健康科普的相关内容，但不能强制要求其必须增加。

（五）打造“中医药健康城”及建立中医药膳食研究及服务实

践示范区相关事宜，我局正在与相关部门积极协商，争取列入发

展规划及区财政的财力支持。

感谢您对政府工作的关心和支持。

2022年 6月 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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抄送：区政协提案委，区政府目督办。

昆明市官渡区卫生健康局办公室 2022年 6月 29日印发


